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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多年米的临床
、

教学体会
，
就手法复位

的基本规律谈谈粗钱的看法
。

件 遵�服则把扭规伸

骨伤科的骨析脱位等疾患
，

担伤类型繁多
· ‘

现就

正
‘

汁手法运用的一些基本规终及应遵循的原则 加 以

探讨
。

�一 �把握
“
顺势牵引‘ 的初律

�

骨折脱位产生

各种不同程度
、
不同方向的变位

，

恒拔伸牵亏�在往是

复位的第一步
，
亦是是其它企骨丰法获得 成

‘

功 的 关

键
。

有些初学者认为
，
既然发生了变位

，
就应从移位

相反方向牵拉
，
以录复崔

， ’

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

因为骨折
、

脱位后
，
由于骨折断端或脱位 的 骨 端 变

位
，
都不同程度地对周 围组织造成损伤

，
骨折附近的

肌肉
、

肌键
、

神经
一、

血管等
，

有时可嵌在 两 断 端 之

间
。

牵 引开始就逆移位方向
，
势必有损伤这些组织的

危险
，
增加复位的阻力

，
严重的还可能造 成 新 的 骨

折 � 对脱位来说
，
骨端往往神未节囊破 日扣住或受肌

脆阻甄逆移位方向牵引有形成纽扣妨碍 复 位 的 可

能
。

因此不论何种骨折脱位
，

行手泄
�
牵引时

，
都必须

把捉住开始应顺势年引 玉一 规
�

��
。

�二二 �遵两
‘ 。

逆叔伤机制施行手法
”
的墓 本 原

理
� “

损伤机制
”
即损伤的病理机制

。

但必须明确
，

损伤机制并不是受伤情况
，
二者之向既相互联系

，
又

有区别
。

受伤情况是指外力作用于人体什么部位
、

受

伤时人体处于什么体位
、

受份的姿势等受伤叭时的情

况
，
显然这些是从询问病史中所获得的

，
而损伤机制

是指外力如何通过人体内部的条柞最终造成成 骨 与

关节损伤的机转
。
因此损伤机制是根据病史

、

体检及

�线批片进行全面综合分析所得 出的
，
是对损伤全部

过程的动态还原
，
其中包括外力在体内的传分作�「�过

程
。

例如舰关节脱位的典型受伤情况是
�

舰关节屈曲

位时
，
来户膝前方的暴力作用于膝部或来白后方的暴

力作用于腰科部
，
如架腿而坐

，
发生车祸时膝部掩击

于前方的座椅上就是如此 ，而损伤机制是由于银关 节

屈曲
、

内收
、

内旋时股骨头大部分超出翻臼外
，
移至

杀节囊的后上方结构薄弱处
，
同时股骨颈前侧与欲臼

内缘形成杠杆作用
，
当踌都遭受前方暴力冲击时

，
暴

力沿股骨纵轴传导形成向后的冲力和杠杆的支撬力
，

侠股骨头顶破关节囊的后部形 成 后 脱 位 ‘
�

明 确 了

损拐机制的涵意
，有

‘

助于理解在顺势牵 引后
，
逆损伤

，

机制复位的道那
。

�

无论从理论
�

和实践的角度
，
治疗的

基本原理都是逆损伤机制施行手法
，
尽管各种 骨 折

脱位都有各启的复位手法
，
甚至同一种损伤有多种复

位手祛
，

但它们都遵循这个基本原则
。

例如肩关节前

脱位
，
多数是由于遭受间接外展

、

外旋暴力形成
，

因

此尽管肩关节前脱泣的复位方法有
“
拔伸足蹬法

” 、

“
屈肘旋转法

” 、 “
膝顶推拉法

” 、 “ 拔伸托入法
”

等等
，
但几乎所有的手法都包涵了一个基本要素

，
即

在牵引的基础
�

卜�内收内旋
，
显然这里的内收丙旋是针

对肩关节前脱位的外展外旋暴力而设计的
。

有时在复

位方法中
，
虽然未直接阐明它的基本要 点

，
但复位操

作仍然包含了逆损伤机制的要素
，

在前而列举的肩关

节前脱位的复位方法
“
膝顶推拉法

’

并米记载内收内

旋 这 一 复位操作
，

但实际上在膝顶手法转身的同时包

含了内收内旋的动 作 �水平位 内收�
。

显而易见
，
这

种仔细的分析比较
，
无疑将能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手

法佩一分解动作的机理
，
从而加深印象

，
帮助记忆

。

这 一 规律儿乎适用 于所有移位的骨折
、

脱位的整

复
。

我国历代整友骨折
、

脱位的手法不断的改进
，

简

便实效 方法的玉晰产生都是遵循逆狈伤机制总 原 则

而获得成功的
。

明代朱棣 《 普济方 �

折伤 门 》 载 旅
仲足蹬法整复肩关节脱位

，
利用足跟为杠杆作用的支

点
， ‘
卜引下逆损伤方向内收内旋而获得成功

。

二
、

纵横联系分析对比

学 习 到 骨手法要把振手法复位的基
一

本规律
，
善子

把各种手法进行纵向横向的联系
，
进行分析对比

。

首先是墓础理论和临床实践的纵向联系
，
这种联

系有助于把所掌握的知识用一 条主线串联起来
，
形成

一条有机的知识链
。

例如晋代葛洪 《 肘后救 卒 方 》
记载了下领关

一

节脱位 日腔内复位法
�
元代危亦林 �世

医得效方 》 中 的脊柱骨折悬 吊复位方法 以及唐 代 蔺

道人在 �介幻投理伤续断秘方 落中所介绍的手牵 足 蹬

整复骸关节后脱位的方法等
，
我们可将 目前临床常用

的正骨手法与历代所介绍的方法进行联系比较
，
分析

异同
。
这不但有助于对手法的理解掌握

，
而且使我们

对骨折手法的改进情况有明确的了解
，
反过来又使我

们对骨伤科的发展了解更加深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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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在同一种骨折脱位中

，
有许多不同类型的

损伤
，
它们产生的机制不同

，

因此施用不同的正骨手

法
。

但是在不同类型中
，
仔细分析

，
也有它们的内在

联系
，
因此我们要善于从不同类型中找到它们之间的

共同规律
。

例如能关节脱位有前脱位和后脱位之分
，

在手法复位中均介绍了回旋法 �问号复位法 �
，
但回

旋有正反之别
，
以右侧髓为例

，
后脱位是反 间 号

，

前脱位则是正间号
。

若 以左侧髓为例
，
后脱位是正间

号
，
前脱位则是反问号

。

说 明同中有异
，
异中有同

。

似乎左侧髓关节前脱位的整复方法与右侧髓关 节 后

脱位的整复方法一致
，
均为反问号复位

，
但再进一步

分析
，
就可 以看出

，
尽管它们均为一反问号

，
但步骤

截然不同
。

右侧髓关节后脱位遵循内收内旋
、

屈髓屈

膝
、

外展外旋
、
伸直的复位规律 � 左侧骸关节前脱位

遵循外展外旋
、

屈骸屈膝
、
内收内旋

、

仲直的复位规

律
。
通过这种横向的联系

、

分析
、

对比可 以加深对这

种手法的理解
，
加深具体整复步骤的印 象

，
从 而 在

分析
、

比较
、
鉴别中提高对正骨手法学 习效果

。

这种

横向联系亦可 以应用于各种骨折手法的治疗中
。

如脑

骨骸上伸直型与屈曲型骨折的整复手法
�孟氏骨折伸

直型与屈曲型的整复手法 �脑骨外科颈骨折外展型与
、

内收型的整复手法等等
。

三
、

灵活运用通常达变

临床各种损伤病例是千变万化的
，
不可能完全象

书本上所描述的那么典型
�

这就需要从临 床 实 际 出

发
，
灵活运用

，
通常达变

。

�一 �利用体位的变化增加手法成功的可能性
口

在进行手法正骨时
，
患

、

者及患肢的体位往往是很

重要的因素
。

在简要中仅一般专业书叙述而未 阐 明

其机理
，
因而没有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

，
导致在具体

操作时忽略了这一重要因素
，
例如在肪骨干上三分之

一骨折时
，

骨折近端因受肌肉牵拉因素的影响处于内

收及轻度前屈位
，
而骨折远端向外向上移位

，
因此在

牵引时
，
如能将骨折远端置于同样内收前 屈的体位

，

则可使骨折复位比较容易
。

反 之
，
如果不注意骨折远

端的位置
，
将造成复位困难

，
甚至加重局部软组织的

损伤
。

又如在整复挠骨中段骨折时
，
由于骨折近端处于

中立位
，
而骨折远端肢体置于中立位

，
再进行整早

，

夕口果忽视体位间题
，
骨折的旋转移位�就难以矫正

。

�二 �消除肌肉牵拉因素对移位的影响
�
肌肉牵

拉因素对骨折及脱位的移位有很大影响
，
有时往往是

整复成败的决定因素
·

因此在进行整复时应注意将一

肢的各关节置于肌肉松弛位
，
以免肌肉的收缩牵拉而

造成变位
。

例如在整复伸直型尺骨上三分之一骨折并

毛豁骨头脱位时
，
应注意放祛舷二头肌

，
将 肘 关 节 屈

曲�
前臂旋前

，
其 目的是防止脸二头肌收缩牵拉挠骨

小头向掌侧移位
，
使挠骨头脱位易于整复 � 在整复服

骨内上裸骨折时
，
应注意将前臂屈肌 群 放 松 �属 腕

位 �
，
以防屈肌群的牵挂

，
使骨折复位 困难

。

凡此种

种
，
在整复时应注意消除肌肉牵拉的不利 因素

，
以助

骨折
、

脱位的整复
。

�三 �促使肌肉牵拉因素的转化
�

肌肉的牵拉可

导 致骨折端的移位
，
增加复位困难

，
显然它是正骨中

的一个不利因素
。

那么是否可以使这种不利因素转化

有利因索呢� 回答是肯定的
。

仍以上述胧骨内上裸骨

折为 例
，
此种骨折若合并肘关节后脱位

，
则在复位时

需要紧张前臂屈肌群
，
腕尽量背伸

，
手指伸直

，
以拉

紧内上骸骨折片
，
防止在整复关节脱位时

，
将骨折片

夹在关 竹腔内
，
妨碍复位

。
这里前臂屈肌群的收缩牵

拉是内上裸骨折复位的不利 因素
，
而我们却把它变化

为利于关节脱位复位的因素
。

在关节复位后
，
再屈腕

松弛屈肌群
，
使内

�

�骸复位
，
不致牵拉骨折片

，
坊碍

复位
。

�四 �牵引力的合理运用
�
在正骨手法中

，
拔伸

牵引是整复的第一步
，
而且以后的各种手法往往 需

要在维持牵引下 进行
。

牵 引的合理施用对纠正骨折

的重叠
，
十分重要

。

拔伸牵引用力要均匀
、
稳重

、

持

久
，
避免使 用 冲 击式 的 拔伸

。

在施行折顶回旋手

法时
，
则应减少牵引力

，
或不牵引

，
只要略加牵持即

可
。

因为施行折顶 回 旋 手 法时
，
牵 引力过大

，
可造

成手法实施困难
，
从而妨碍了复位

。
尤其是进 行 分

骨手法时
，
如果在强力牵 引下进行

，
由于肌肉高 度 紧

张
，
手感

�

往往不清楚
，
很难摸清两骨之间的关系 ，同

时由于牵拉肌肉紧张
，
产生与骨干方向垂直的分力

，

并列两侧骨的分力夹挤
，
使两骨端互相靠拢

，
致使分

骨失败
。

因此牵 引力的施用要根据整复时的具 体 情

况而定
。

综上所述
，
只要我们善于分析 各种骨折

、

脱位的

特点
，
把握手法治疗的原则

，
就能从损伤后的复杂变

化中
�

找出它们的共同规律
，
这是正骨手法学习的关

键
、

�

” 笼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