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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年纪竟得
脊柱侧弯、腰椎间盘突出
医生提醒，日常生活中要改掉不良姿势

一个脊柱侧弯快 45°，一个脊柱侧弯近

30°……一天之内，江门市中心医院蓬江分院骨科

主任黄俊文接诊到3个脊柱侧弯的青少年，最小的

才9岁。而13岁的小文（化名）更让家人意想不到，

竟然会得腰椎间盘突出。

脊柱侧弯、椎间盘突出……本是昂首挺胸、阳光

青春的他们，小小年纪却承受了不该有的痛苦。这

背后，其实跟姿势不良有很大的关系。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蔡昭璐 通讯员 陈君 陈高洁

“医生，我女儿的脊柱侧弯严重吗？”11月20日，
张女士带着9岁的女儿玲玲（化名）来就诊。诊室
内，她焦急地问黄俊文。

经体格检查，黄俊文发现玲玲双肩不等高，肩胛
骨高低不平，这是脊柱侧弯的典型表现。X光片下，
可以明显看到，玲玲的胸椎和腰椎都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弯曲，尤其胸椎更加明显，整条脊柱呈现一个

“S”形。黄俊文仔细测量，她脊柱弯曲的角度接近
45°。

看着玲玲小小年纪，脊柱侧弯已达45°，黄俊
文心疼道：“要是再加重一点，就必须手术了。现在
还可以保守治疗，但同时要佩戴支具。”

黄俊文告诉记者，脊柱侧弯的严重程度可以用
COBB角度来衡量。0—10°以姿势锻炼+观察为
主，10—20°医学形体矫正，20—40°支具治疗+医
学形体矫正，40—50°强化康复+支具治疗，50°以
上属于重度，一般要通过手术治疗干预。

听到这个结果，张女士不禁懊悔之前没有听医
生的话早点进行干预。

一年多前，玲玲因摔伤住院。那时，医生已经提
醒家人，玲玲有轻微脊柱侧弯，生活中需要多注意。
但张女士和丈夫长期在外工作，女儿由奶奶带，这个
提醒也被抛到了脑后。直到半个月前，玲玲来了月
经且有乳房发育，张女士才赶紧带着女儿就诊，结果
意外发现女儿脊柱侧弯明显加重。

黄俊文说，女孩在月经初潮前后，病情会进展很
快。如果不治疗，不仅影响孩子的体态、身高，还会
让孩子容易出现腰酸背痛，严重时还会影响心肺功
能。

与玲玲同一天来就诊的，还有女孩蕾蕾（化
名）。蕾蕾今年16岁，新会人，看起来高高瘦瘦的。
在学校体检时，她被发现有脊柱侧弯。

体格检查时，黄俊文同样发现她存在肩胛骨不
等高的情况。蕾蕾说，自己很早就发现了，但不知道
这是脊柱侧弯的表现。而蕾蕾的妈妈表示：“平时看
她穿衣服都没什么异样，一直没注意。”

黄俊文说，脊柱侧弯发病早期引起的外观异常
不是特别明显，尤其是孩子穿着宽松衣服时，更加不
易被发觉。像蕾蕾这样，前面看不出，只有从后面仔
细看才能发现。经过X光检查，蕾蕾的脊柱侧弯接
近30°。

如今，青少年脊柱侧弯越来越多发。近两年，黄
俊文带领团队对蓬江区近1万名学生，进行了免费
的校园脊柱侧弯筛查，发现患脊柱侧弯的学生近
300人，主要集中在13—15岁。

“患病的学生中多与长期姿势不良和缺乏锻炼
有关。”黄俊文说，长期坐姿不良，缺乏户外运动，书
包太重……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孩子脊柱的正常发
育。尤其是体型偏瘦的女孩更易发生脊柱侧弯。

生活中，家长要留意孩子的情况，观察孩子双侧
的肩部、肩胛骨、骨盆是否高低不平。孩子要端正坐
姿，避免跷二郎腿、斜趴着看书等不良姿势，尽量选
择双肩背包，以免受力不均。

13岁的小孩患腰椎间盘突出，换谁都不信，但
这事却真实发生在了小文身上。

此前，小文的右侧臀部和大腿无诱因地出现疼
痛，尤其是站立和走动时，疼痛会加重，卧床能得到
缓解。这种情况持续了半年，疼痛不适搅得他无心
学习。

在江门市中心医院脊柱外科门诊处，医生给小
文进行了腰椎CT检查，提示是腰椎间盘突出。经
过一段时间保守治疗无效后，医生给他进行了椎间
孔镜髓核摘除术，术后恢复得挺好。

小孩子就出现腰椎间盘突出，这也把小文的家
长惊住了。江门市中心医院脊柱外科主任陈忠羡表
示，小文无明确急性外伤史，考虑慢性损伤可能性
大。

陈忠羡说，长期久坐或姿势不良、长期弯腰搬东
西等都可能导致发病，如长时间坐着玩手机、打游
戏，或者翘二郎腿等。尤其是长时间弯腰久坐，因为
这样腰椎间盘负重大，极易造成损伤。

记者了解到，当一个人坐着时，腰椎间盘的受力
比站着时增加50%；而趴着的时候，腰椎间盘的受
力比站着时增加100%。这就是为什么，医生经常
会提醒不要久坐，而坐着时背要挺直。

陈忠羡提醒广大青少年，要改掉不良姿势，做作
业时，要把背挺直；不要久坐，时不时要起身活动。

18岁小伙腰酸背痛、颈部无力、失眠多梦……

龙氏治脊疗法巧解脊椎难题
“经过手法复位，腰酸背痛等症状缓解了不少，整个人都精神

了。”近日，在江门市五邑中医院康复科，18岁的小陈向该科主任林
海波说。此前，作为学霸的他成绩下滑，一直郁郁寡欢，颈部无力酸
胀疼痛不适，腰部也是僵硬酸胀，偶尔还会胸闷、恶心，晚上失眠多
梦，白天无精打采。

仰头摇正、低头摇正、牵抖冲压……在门诊中，林海波对小陈进
行详细检查，结合颈腰部X光片，发现其整条脊椎存在不少大大小
小的问题，于是运用龙氏治脊疗法为其复位。完成治疗后，小陈感
觉好了许多，并感叹龙氏治脊疗法十分神奇。

“龙氏治脊疗法由著名脊柱病专家龙层花创立，国家二级教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广东省名中医范德辉团队对其做了卓越
的传承和发扬。”林海波说，作为范德辉的学生，他亦在其中获益良
多。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和进步，龙氏治脊疗法的理论体系不断充实
完善，具体治疗手段也在不断丰富和细化，覆盖病种更具科学性和
广泛性，实际疗效也让许多医者和患者大为推崇。

文/图 梁爽 黄玉妍 刘森

颈椎作为人体脊柱灵活、活跃的部分，每
天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人说颈椎病是

“百病之源”。
颈部与大脑相连，以保证充足的血液供

应；颈部下部与脊椎相连，脊椎是大脑中枢神
经系统的延伸，因此颈椎也被称为“第二大
脑”。患有颈椎病，如果不及时处理，不仅会
严重影响日常生活，还有可能成为中风、瘫痪
等疾患的易发人群。

李先生是一名企业高管，左前胸闷痛不
适一年，有时还会心跳突然加速。李先生怀
疑自己心脏功能出了问题。医生给李先生做
了心电图和心脏彩超等相关检查，并没发现
明显异常。

结合李先生脸色不好、睡眠不佳的情况，

医生给予了补气安神类的药物。服用一段时
间后，李先生左前胸闷痛不适并无缓解，在工
作忙碌或劳累时尤为明显。他开始考虑：“这
会不会是其他方面的疾病呢？”

带着这个疑问，在朋友的介绍下，李先生
找到林海波。在详细了解李先生的病情后，
结合触诊，林海波发现李先生上背部肌肉僵
硬不适，呈现出明显的驼背姿势，胸2—胸4
的棘突有明显的偏歪，局部压痛明显。“结合
病史和相关影像学检查，判断是胸椎错位压
迫神经所致的，并不是心脏本身的问题。”林
海波说。

于是，林海波当场给李先生施予龙氏治
脊疗法中的手法复位，配合针灸和理疗。一
个疗程后，李先生左前胸闷痛等不适症状基

本消失。
林海波介绍，脊椎相关疾病是在中医脏

腑相关、表里相关和气血经络相关的理论基
础上，经过长期临床实践积累的总结，运用现
代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生物力学和生物医学
工程学等多学科进行研究的一类疾病，指颈、
胸、腰、骶、尾椎的骨、关节、椎间盘及椎周软
组织遭受损伤或退行性改变。

此外，在一定诱因条件下，可发生脊椎关
节错位、椎间盘突出、韧带钙化或骨质增生，
直接或间接地对神经根、椎动(静)脉、脊髓和
交感神经等产生刺激或压迫，而引起的临床
多种综合征。常由此发展而致自主神经功能
紊乱，从而引起所支配的脏器出现病症。

目前，在临床和影像学诊断中，均无椎关
节错位的统一诊断标准。因此，当临床表现
和体征与影像诊断不符时，容易产生漏诊或
误诊。

为使脊椎及相关性疾病得到更准确、及
时的预防和诊治，脊柱病专家魏征、龙层花在
20世纪60年代总结出脊椎相关疾病的三步
定位诊断法：第一步，神经症状定位诊断，初
步判断发病的脊椎范围；第二步，触诊定位诊
断，进一步确定发病的脊椎、关节及类型；第
三步，影像学定位诊断，对比分析和排除疾
病。

“利用三步定位诊断法所搜集的信息，进
行综合分析，去伪存真，找到疾病的根本原
因，得出正确的诊断结果。”林海波说。

林女士因长期久坐电脑前熬夜加班，已
被失眠困扰了长达半年，辗转求医均被诊断
为“神经衰弱”或“焦虑症”，长期服用抗焦虑
药物或中药也未见明显改善，只能每晚靠口
服安眠药入睡，严重影响其工作生活，后找到

了林海波。
初次见林女士时，只见她精神疲惫、情绪

焦躁、面色偏白，黑眼圈及眼袋明显。仔细询
问后得知，她颈部时常感觉酸痛不适，头重脚
轻，时有头晕，颈部活动及改变体位时症状加
重，不自主的汗出增多。查体见其颈部肌肉
紧张，颈2及颈4横突压痛明显，颈部后伸及
左右旋转活动受限。

结合相关检查结果，林海波排除心血管
及神经等相关系统问题，患者颈椎X光片提
示：枢椎向左侧摆，颈3、颈4旋转式错位，颈
4、颈5之间椎体不稳。他指出，患者失眠是
由于长期低头伏案工作，姿势不当，颈部劳
损，颈椎小关节错位，交感神经兴奋及脑供血
不足引起的。

根据其错位类型，林海波选用龙氏治脊
疗法中的仰头摇正、低头摇正法纠正其错位
小关节，以减轻对交感神经的刺激及对椎动
脉的压迫。患者反馈头部沉重感减轻许多，
眼睛明亮了，头晕症状缓解。

林海波介绍，龙氏治脊疗法是将中国传
统医学中的伤科正骨、推拿与现代脊柱生理
解剖学、生物力学相结合，进行革新形成的一
套治疗脊柱关节错位、软组织损伤、关节滑膜
嵌顿、椎间盘突出等病症的手法，具有稳、准、
轻、巧、安全有效的特点。它分为“四步十
法”：第一步放松手法，第二步正骨手法，第三
步强壮手法，第四步痛区手法，以及颈椎正骨
法等4种主治法和针灸疗法等6种辅治法。

此外，林海波为林女士辨证施予腹针，以
调和阴阳气血、引气归元、扶助正气，10分钟
后林女士已酣然入睡。她醒后自觉全身舒畅
轻快，感激地说：“半年来我从没睡过那么香
甜！”

林海波表示，在临床实践中，龙氏治脊疗
法显示出了其特点，同时也具有区分于其他
疗法的显著优点：一是中西合璧、相得益彰；
二是治法有序、全程康复；三是筋骨并重、软
硬兼施；四是整体诊查、个性施治；五是兼收
并蓄、动态发展。

江门一企业连续18年组织员工无偿献血

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一直以来，公司大力支持

我市无偿献血事业发展，每年

都组织员工进行无偿献血，今

年已是第18个年头。”三菱重

工金羚空调器有限公司制造部

部长、工会主席伍敏说。

11月25日下午，三菱重工

金羚空调器有限公司组织员工

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江门市中

心血站走进该企业进行采血。

当天，共有41人成功献血，累

计献血10200毫升。

文/江门日报记者 蔡昭璐
通讯员 张乐 袁婵
图/邓榕

左前胸闷痛不适竟是胸椎“作怪”

龙氏治脊疗法具有稳、准、轻、巧等特点

员工献血热情高涨
当天下午2时许，江门市中心血站的献血

车准时开进三菱重工金羚空调器有限公司。
虽然下着雨，但员工们的献血热情丝毫没受影
响。填表、测温、量血压……献血车上，坐满了
来献血的员工，有的正在献血，有的已经献完
坐在旁边休息。车上坐不下了，员工们就在车
外等候。

献血车上，鲜红的血液从质检科员工韩宏
华的手臂上缓缓流出，经过输血管，然后“流
进”白色的输血袋。不一会儿，300毫升血液就
献完了。整个过程，韩宏华表现得十分轻松。

“从2009年就开始无偿献血，早就成为自己的
生活习惯了。”韩宏华说，无偿献血就是举手之
劳，但意义重大。

45岁的方锡周刚查完血常规，得知合格的
他十分开心。“前两天我就开始准备了，这次打
算献200毫升。”方锡周告诉记者，他很早就开
始参与无偿献血，今年是他连续献血的第10个
年头。“献血对身体有益，还能帮助很多人。”方
锡周说，这是他一直以来坚持献血的原因。

技术部员工陈耀威拿着献血登记表走进
大堂，在量血压处坐下，工作人员帮他测量血
压。作为一个有着11年党龄的党员，这几年他
都坚持积极参与无偿献血。他说：“趁着自己
年轻，身体好，希望能帮到更多人。”

涌现不少“献血标兵”
记者了解到，三菱重工金羚空调器有限公

司自1994年成立以来，就开始参与到无偿献

血中来。自2005年起，
该公司把组织开展无偿
献血活动当作公司的一
项“传统”，连续每年号
召员工踊跃献血，今年
已是第18个年头。

“这么多年来，公司累
计有近800人次参与献血，看
到员工们积极参与，我们深感自豪
和欣慰。”伍敏说，血液可以再生，生命
却不能重来。无偿献血既是一项社会公益活
动，也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号召无偿献血不
仅是拯救生命的迫切需要，更是社会文明和进
步的需要。

这些年来，三菱重工金羚空调器有限公司
涌现出不少“献血标兵”，员工李剑辉就是该公
司的“献血标兵”之一。

李剑辉从1999年开始献血，如今已有23
年，累计献血超12万毫升。这期间，他获得许
多大大小小的荣誉：2014—2015年度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奖金奖、2016—2017年度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奖金奖、2018—2019年度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为了能正常献血，李剑辉长期都保持着良
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他坦言，一件事能坚持
23年不容易，但有意义的事就一定要坚持下
去，使它变成一种习惯。“对于急需用血的人来
说，血液就是生命，我希望能帮助更多有需要
的人。”

18年来，三菱重工金羚空调器有限公司坚
持组织无偿献血活动，彰显了该公司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和员工积极向上、奉献社会的良好精
神面貌。伍敏表示，日后该公司会将这种优秀
的企业文化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

★延伸阅读

医学指导

5种生活习惯
有助于睡眠

林海波：
医学博士，江
门市五邑中
医院康复科
主任，主任中
医师，暨南大
学硕士研究
生导师，博士
后合作导师，
蓬江区非遗
项目“余氏针
刺三法”代表
性传承人，江
门市名中医，
广东省杰出青年中医药人才，广东
省“十三五”中医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负责人，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
学术经验继承人，第五批全国中医
临床优秀人才研修项目培养对象。
擅长针刀、火针、龙氏治脊、宫廷正
骨及刺络放血，配合中药辨证、古典
针灸及各类现代康复手段，主攻脊
柱关节病及神经病的康复评定与临
床治疗；娴熟运用“针刺三法”，对各
种疑难痛症、瘫症、杂症具有较强的
鉴别诊断和综合施治能力。

一个人表现出失眠，往往这只
是一个结果，并非病因所在。导致
失眠的病因，更多是在于生活习惯，
林海波建议日常生活中应做到以下
5种生活习惯，有助于睡眠：

1、作息可循。应养成健康的睡
眠习惯，作息时间要规律可循，睡前
要避免使用兴奋性物质,如咖啡、浓
茶、烟草、酒精等。

2、锻炼可依。可进行规律性的
体育锻炼，可以很好地调节植物神
经，让大脑的兴奋得到转移或抑制，
但不宜过于剧烈运动。

3、三餐可定。养成定时就餐，
避免暴饮暴食或进食不易消化的食
物，忌睡前大量进食。

4、居室可安。安静、舒适的卧
室环境，适宜的温度，是营造优质睡
眠质量的保证，挑选硬度合适的床
铺和高度适宜的枕头。

5、姿势可调。平时维持良好的
姿势及行为习惯，预防颈椎病的发
生。

林海波提醒，如果长期失眠，并
已在神经内科检查，排除相关器质
性疾病，常规药物治疗也无效，就要
考虑颈椎是否出现了问题，应及时
到脊柱专科就诊。

A

B

医生为青少年检查脊柱有无侧弯。

9岁女孩脊柱侧弯45°，成“S”形

发现肩胛骨不等高需警惕

13岁男孩腿痛半年
一查竟是腰椎间盘突出

←医生为患者进行龙氏治脊疗法中的针刀治疗颈源性眩晕。

↑献血
车里坐满了
来献血的员工。

→工作人员
为该企业员工测
量血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