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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腰突症是在
腰椎间盘退行性改变基
础上，因外力等因素导致
纤维环破裂，髓核突出刺
激或压迫相邻神经，使腰
腿产生疼痛、麻木、酸胀
等症状。典型腰突症的
主要症状是坐骨神经痛，
即疼痛从一侧的臀部向
大腿后侧至小腿后侧或
者后外侧放射。

“作为一种退行性
疾病，腰突症多发于中
老年人，然而近年来，腰
突症发病人群呈现年轻
化趋势，不仅年轻患者
增多，甚至还有十来岁

的儿童青少年患者，我
接诊过的最小患者是一
位 13 岁的孩子。有的
孩子腰椎老化程度堪比
中年人，还有一些 20来
岁年轻人的腰椎和七八
十岁老人家差不多。”福
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脊柱外科主任医师俞
海明介绍，每到寒暑假，
因为腰疼来看诊的中小
学生明显增多，而腰痛
年轻化与腰椎老化是有
一定关系的。

俞主任分析，来看
诊的腰突症孩子，绝大
多数是肥胖者。由于体

重过重，腰椎承受的压
力增大，相比正常体重
的孩子，肥胖孩子发生
腰椎间盘突出的几率要
高。其次，久坐也是重
要原因。很多孩子写字
读书坐姿不正确，且长
时间固定一个姿势，压
力会针对同一个腰椎间
盘，久而久之会造成损
伤，引起腰椎间盘突
出。此外，体育运动不
足，腰背肌肉、椎旁肌群
和韧带等得不到有效锻
炼，对腰椎间盘的支撑
不足，同样会加大腰突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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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的少年 40多岁的腰
初中生查出腰椎间盘突出症，需手术治疗；医生提醒，腰突症发病人群

呈年轻化趋势，超重、久坐、缺乏运动是主因

海都讯（记者 林宝珍）
本想趁暑假集训舞蹈考
级，不料劈叉动作练完，孩
子左脚竟然无法行走。上
周，11 岁的女孩婷婷（化
名）在家长的带领下，到福
州市第二总医院小儿骨科
就诊后，被确诊为腓总神
经瘫痪，幸好及时就诊，经
过保守治疗应该能基本恢
复。

据介绍，为了顺利通过
今年暑假的舞蹈考级，婷婷
的妈妈特意给她在福州报

班集训，每周在长乐和福州
之间多次往返。婷婷对自
己要求也较高，总是认真地
完成老师的训练要求。

上周的一次课堂上，
老师指导她练劈叉时增加
了难度，在她的左腿下方
垫了更高的垫子，并让她
持续压腿 3分钟。虽然很
痛苦，但婷婷还是坚持按
要求完成了。结果第二
天，她的左腿就酸痛、麻
木、无力，连脚背都抬不起
来，也无法正常行走。

婷婷被妈妈用轮椅推
进了福州市第二总医院小
儿骨科诊室。接诊医生陈
嵩检查发现，婷婷的左腿
脚踝背伸功能出现了异
常。“脚踝无法做向上抬起
等运动，大拇指也毫无运
动能力，属于很明显的腓
总神经瘫痪。”

结合受伤经过及辅助
检查，陈嵩医生确诊婷婷
的确为腓总神经瘫痪。主
要是训练难度突然增大，
且过程持续较久而引起受

伤。“一次性压腿3分钟，腓
总神经被剧烈牵扯受损；
由腓总神经支配的踝关节
背伸运动就出现了问题，
包括足外侧和小腿外侧的
感觉都受到影响。”陈医生
分析。

好在损伤后停止了训
练并及时就诊，影像检查
显示，婷婷的左腿神经结
构并无明显异常。医生表
示，经过使用营养神经的
药物治疗及康复治疗，外
加充分休息，大约两个月

时间，婷婷的左腿功能大
部可以得到恢复。

“以往大家更多听说下
腰导致神经受损引发瘫痪，
劈叉压腿导致的腓总神经
瘫痪的病例很少见。”陈医
生提醒，孩子参加舞蹈训练
时，家长要谨慎选择培训机
构，尤其是尽量避免在上强
度的集训期更换老师，这更
容易导致老师因缺乏了解
而难以把握合适的训练强
度。家长也要及时询问孩
子的训练感受。

劈叉压腿3分钟 女孩左脚无法行走
11岁的她被确诊为腓总神经瘫痪；医生提醒，孩子舞蹈训练要谨慎选择培训机构，把握合适强度

□科普小课堂

这些动作会损伤腓总神经
医生提醒，因为腓总神经

特殊的解剖位置，导致它很容
易受到挤压。如：跷二郎腿、久
蹲、长时间盘腿坐等都会导致
腓总神经损伤。

预防腓总神经损伤尤为重
要，一是运动时做好防护；二是
改善生活习惯，避免长时间久
蹲、盘腿坐等；三是积极治疗腓
骨周围的原发病，以免肿瘤或
囊肿等对神经造成压迫。

“怎么会这样？他才14岁！”儿子诚诚（化名）被查出腰椎
间盘突出症（以下简称“腰突症”），诚诚妈觉得难以置信，更让
她接受不了的是，儿子的病情已经严重到需手术治疗！

据了解，腰突症多发于中老年人。然而，近年来，腰突症
发病人群呈现年轻化趋势。泉州骨科医生提醒，超重、久坐、
缺乏运动都是导致腰突症年轻化的主要原因，预防腰突症，
不仅要控制体重，还要动起来。

预防腰突症
做好这三点

预防过早患上腰
突症，俞主任建议，第
一，肥胖青少年平时应
注意饮食，适当减轻体
重；第二，需正确坐姿，
而且要避免久坐，经常
变换姿势，活动身体；
第三，适当运动，加强
腰背肌训练，每天至少
保证半小时到 1 小时
的活动量。如需弯腰
取物，最好采用屈髋、
屈膝下蹲方式，减少对
腰椎间盘后方的压力。

“有家长很担心，
孩子得了腰突症，是不
是就‘废’了？其实不
是的。”俞主任提醒，人
体有强大的修复能力，
只要保持健康的生活
习惯，控制体重，不要
久坐，每天坚持运动，
腰会逐渐变得坚强起
来，孩子就不容易再患
腰突症了。

近日，泉州初中生诚诚被妈
妈带到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脊柱外科就诊。

诚诚身高165cm，体重81kg，属
肥胖少年。诚诚妈告诉接诊的俞海
明主任医师，4个月前，诚诚开始喊
右边腰腿痛，从腰臀部一直痛到大
腿外侧与小腿外侧。因为痛得厉害，
孩子不能久坐，走几分钟路疼痛就会
加重。后来在当地就诊，医生诊断为
腰椎间盘突出症，建议保守治疗。然
而，经过几个月的牵引、理疗、止痛等
保守治疗，症状并无明显改善，孩子
的生活、学习都受到很大影响。

“我家孩子真得了腰突症
吗？这不是中老年病吗？”诚诚妈
疑惑道。

俞主任为诚诚开具检查单，
磁共振结果提示：诚诚的腰4/5椎
间盘明显退变老化，髓核组织右
侧脱出，压迫右侧神经根。令人
惊讶的是，这个不过十来岁的孩
子，腰椎老化程度竟与四五十岁
的中年人一样！

“诚诚腰椎间盘明显退变老化，
并出现典型的坐骨神经痛症状，确诊
腰椎间盘突出症。”俞主任了解到，诚
诚的饮食习惯不好，高油高脂高甜食
物吃得多，结果越吃越胖；这孩子本
就不爱运动，胖了后更不爱动了，加
上学习压力较大，经常一坐就是一
天！“超重、久坐、缺乏运动都是导致
诚诚患上腰突症的主要原因。”

俞主任告诉诚诚妈，腰突症属
于自限性疾病，它像感冒一样会自
行缓解。在发病3~4周后，有50%~
60%患者会缓解；在6~8周后，80%~
90%患者可以保守治疗成功。然而，
诚诚在保守治疗4个月后，症状仍旧
典型，说明身体自我修复失败，这个
时候需要手术干预。

最终，在局麻下，俞主任为诚
诚施行了微创椎间孔镜手术，摘
除突出组织，解除了神经压迫，诚
诚的腰腿终于不再疼痛！“但是，
如果体重不减、久坐、不爱动的坏
习惯不改，腰突症仍会复发。”俞
主任提醒诚诚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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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肥胖久坐不爱动 中学生患腰突症

医生：来诊的腰突症孩子 绝大多数是肥胖者

□提醒

腰椎好疼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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