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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颈椎病在临床上有不同种类，其治疗方法也各异，概括起来，目前大多数颈椎病患者主要通过药
物、理疗、针炙、推拿等方法来缓解或治愈。
只有少数严重患者需要经手术治疗。

　　本书以适合大众阅读为主旨，从读者和患者的角度入手，全面介绍了什么是颈椎病，颈椎病的诊
断、预防及治疗方法。
其中，第一篇阐述了颈椎病的常识、诊断和预防，为读者及患者释疑解惑；第二篇阐述了颈椎病在四
季中的保健；第三、第四篇阐述了如何通过饮食、运动来预防颈椎病；第五篇则主要讲述颈椎病的治
疗方法。
通过这五篇详细的阐述，笔者希望颈椎病易患人群及患者能从《颈椎病养生保健百科》中找到自己想
要的答案，并祝愿所有年轻上班族健康幸福，所有颈椎病患者早日康复！

　　名医专家精心指导，颈椎病患者健康指南，认识颈椎病的致病因素，小心颈椎病“恋”上你，颈
椎病患者合理的饮食，颈椎病的中西医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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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康复的注意事项
颈椎病患者的术后复查
第二章 中医治疗——传统医学的辨证施治
第一节 颈椎病的中药治疗
颈椎病患者的中药疗法
治疗颈椎病的常用中草药
哪些患者服用中草药疗效不理想
治疗颈椎病的常用中成药
服用中成药注意事项
中成药有什么不良反应
治疗颈椎病的中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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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中药的禁忌
颈椎病的药酒疗法
使用药酒的注意事项
药酒治疗的剂量和疗程
颈椎病患者的药枕疗法
药枕疗法的注意问题
药枕疗法的不良反应
中药热敷法治颈椎病
热敷疗法的注意事项
颈椎病的熏洗疗法
熏洗疗法的注意事项
如何选择熏洗疗法的药物
颈椎病的药浴疗法
药浴疗法的注意事项
第二节 颈椎病的器具理疗法
治疗颈椎病常用推拿手法
各种颈椎病的推拿手法
如何选择推拿介质
推拿法治疗颈椎病的要点
推拿治疗颈椎病的利弊
推拿按摩能否使突出的椎间盘复位
推拿出现异常如何处理
按摩法治疗颈椎病
按摩手法的“二十字诀”
简单易行的穴位按摩
耳穴自我按摩法治疗颈椎病
耳穴压豆法治疗颈椎病
怎样进行足底按摩
足底按摩的注意事项
颈椎病的拔罐疗法
刮痧疗法治疗颈椎病
哪些患者不宜进行刮痧疗法
如何选择刮痧的位置
针灸疗法治疗颈椎病
针灸治疗的注意事项
圆扁针和手法配合疗法
颈椎病的针刺疗法
颈椎病的挑灸疗法
第三章 物理疗法——自然与科学的神奇功效
第一节 自然物理疗法
何为自然物理疗法
哪些患者可以选用自然物理疗法
石蜡疗法
海水浴疗法
矿泉浴疗法
日光浴疗法
森林浴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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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疗法
温泉浴疗法
第二节 物理疗法
什么是物理疗法
哪些患者可以选用物理疗法
物理疗法的主要作用
红外线疗法
超短波疗法
微波疗法
激光疗法
神灯疗法
磁疗法
针疗法
离子导入疗法
坎离砂疗法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颈椎病养生保健百科>>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章 颈椎常识第一节 颈椎的结构与作用颈椎的具体部位颈椎位于脊柱最上端，由
一个椎体、一个椎弓和七个突起（一对横突、——两对关节突、一个棘突）所构成，一共有7块，其
中第l、2节颈椎因结构较为特殊，属于特殊颈椎，分别称为寰椎、枢椎。
第3、4、5、6、7节颈椎每节椎骨均包括椎体、椎弓和突起三部分，为普通颈椎o1.特殊颈椎（第1、2
节）的结构特点第一颈椎又称寰椎，呈不规则环形，由一对侧块、一对横突和前后两弓组成，上与枕
骨相连，下与枢椎构成关节。
其形态和其他颈椎相比虽然有共同的结构，如都有横突和横突孔，各有两个上、下关节突和一个较大
的椎孔，但是最大的差别是第一颈椎没有椎体，椎孔则由前、后两弓围成，棘突很短。
第二颈椎又称枢椎，椎体向上伸出一个柱状突起，称为“齿突”，具有枢细作用，故称枢椎。
2.普通颈椎（第3、4、5、6、7节）的结构特点（1）椎体。
一般较小，呈横椭圆形，上面的左右径约为2.41厘米，下面约为2.28厘米，59A-T前后径。
椎体中部较细，上、下端膨大，高约为1.47厘米，上面在左右径上凹陷，下面在前后径上凹陷。
上、下椎体间形成马鞍状对合，以保持颈部脊柱运动时的相对稳定。
与颈椎4～6节水平的钩椎关节是骨赘的易发部位。
（2）椎弓。
椎弓向前和椎体相连接处较细，称做椎弓根。
上、下椎弓根间合成椎间孔。
椎间孔的前内侧壁是椎间盘，上下是椎弓根，后外侧壁是关节突关节和其关节囊，脊神经在此合成并
从此孔中穿出。
神经根的营养动脉也从此孔进入椎管中。
椎弓根向后的板状部分称做椎板，上下椎板间由黄韧带连接。
（3）突起。
棘突位于椎弓的正中央，呈前后位，突向后下方，棘突末端一般都分叉，第七颈椎分叉率只有4％。
颈椎的生理特点颈椎骨骼小，上面负担着较大体积和重量的头颅，同时颈椎骨具有伸屈、旋转及侧屈
等较大幅度的运动范围，因而在力学上形成了不稳定的骨骼结构。
在生理状态下，它们借助颈椎坚强的骨骼和软组织得以保持平衡。
到成年期，由于体力劳动强度增加及头颈部过度运动和不良姿势等致使颈肩背部肌肉和韧带等组织劳
损或损伤，从而引起颈椎及其周围软组织损伤。
随着年龄的增大，颈椎的椎间盘、关节囊以及韧带等相’继发生退行性病理改变。
颈椎的生理曲度人体端坐或站立时，从侧方看人的脖子似乎是直的，但包绕其内的颈椎并不是直的，
而是在其中段有一向前凸出的弧度。
这一向前的弧形凸起，医学上称为颈椎的生理曲度。
颈椎曲度的形成是由于颈4～5椎间盘前厚后薄造成的，这是人体生理的需要。
它可以增强颈椎的弹性，起到一定的缓冲振荡的作用，防止大脑的损伤。
同时，也是颈部脊髓、神经、血管等重要组织正常的解剖生理需要。
每当外伤、退变姿势不良时，不仅可以造成颈椎生理曲度的改变，而且可以因此引起相应的病理改变
，从而出现临床症状及x线改变等。
颈椎的活动范围只要注意观察就不难发现，颈椎的活动范围要比胸椎、腰椎大得多，如头前屈后伸（
仰），左右侧屈。
那么，正常人的颈椎活动范围究竟有多大呢？
医学上将关节活动范围称为关节活动度，一般用量角器进行测定。
正常人的颈部活动范围如下：屈曲35°～45°，伸展35°～45°，左右侧屈均45°，左右旋转均60°
～80°。
一般来说，颈椎的前屈和后伸（俗称低头和仰头）分别为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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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的前屈运动会受后纵韧带、黄韧带、项韧带以及颈后肌群的限制，过度的后伸运动则会受前纵韧
带与颈前肌群的限制。
颈椎的前屈和后伸主要由第2到第7颈椎完成。
左右侧屈各为45°，主要由第1、2颈椎关节来完成，主要依靠对侧的关节囊和韧带来限制过度的侧屈
。
点头发生在寰一枕关节，摇头则发生在寰一枢关节。
主要由中段颈椎完成。
而环转运动是前屈、后伸、左右侧屈、左右旋转连贯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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