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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脊柱夹角测量法分析站桩调节腰椎的平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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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通过观察腰椎直立位、矢状面、冠状面和负重状态下的椎体间夹角在站桩功练习前后的变化，

探寻其对腰椎失衡的调节作用。方法 选择３０名在校大学生为受试对象，经过站桩功操作培训后，应用脊柱测

量仪检测治疗组和空白对照组脊柱在直立位、负重位以及矢状面、冠状面的腰椎椎体间夹角角度变化，对其结果

进行比较。结果 从各剖面比较腰椎椎体间夹角，治疗组练功前后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０１），对照组同时点检测显

示无差异（Ｐ＞０．０５）；男女脊柱腰椎段基本无差异，椎体间夹角表现为男生椎体间夹角均值大于女生，但治疗组

站桩功练习前后变化显示两者变化趋势相同，站桩功干预对男女大学生的作用相同。结论 腰椎在不同站姿和

不同剖面的椎体间夹角差异显示，站桩功对腰椎形态有调节作用，能够纠正腰椎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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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椎失稳是临床常见性、多发性疾病。长期
的劳损、退变或突发外伤是诱发大学生慢性腰痛

发病的根本原因，国外报道至少３０％的腰痛患者
与退变性腰椎不稳有关［１］。腰椎不稳的概念最早

由Ｈａｒｒｉｓ提出［２］，指腰椎椎间关节在正常负荷下

不能维持其生理解剖关系，导致运动节段活动范

围超过正常限制。三圆式站桩功的主要特点是前

后、左右对称性强，对纠正不良姿势的不对称性更

为显著［３］。作为静力性功法，站桩功能够
&

强肌

肉力量，使以脊柱为对称轴的两侧作用力得以平

衡，腰椎的稳定性得以恢复。

１　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　招募符合标准的被试者３４人，女
性２０人，男性１４人，年龄（２３．６０±２．１７）岁，均为
北京中医药大学在校大学生。

１．１．１　纳入标准　按照脊柱测量结果选择直立
位腰椎任意２节椎体夹角大于５度的大学生，右利
手，自愿报名参加本实验，并填写《知情同意书》，

按时参加实验培训，配合实验测试。

１．１．２　排除标准　排除患有神经系统、呼吸道、
心脑血管、精神等重大疾病者；脊柱手术史者；正

在接受脊柱病治疗者。

１．１．３　剔除标准　剔除缺席训练次数大于５次的
人员。

１．１．４　脱落标准　无论何种原因、何时退出，只
要未完成正式实验的全过程，均视为脱落。遵循

《赫尔辛基宣言》，适用于所有填写了《知情同意

书》并进入正式实验的受试者。

１．２　仪器　本研究所?用的测量仪器为瑞士领
英公司提供的脊柱测量仪（ｓｐｉｎａｌｍｏｕｓｅ），是一种
带有加速仪的带轮装置，利用重力夹角的原理，测

量脊柱在空间位置和弧度上的变化，并可得出椎

体间夹角及脊柱长度。该仪器以垂直线为基准，

通过徒手在后背皮肤上沿脊柱滑动，同时测量头

自动记录矢状和冠状形态。临床相关的参数，如

矢状和侧方曲度和胸腰椎节段角度等均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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