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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侧弯是继近视、肥胖之后危害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慢性疾病，发病率呈逐年
上升趋势。脊柱侧弯对孩子的体态、心肺功能、运动能力等方面会产生影响，严重者会导致脊柱
功能受损，需要佩戴支具或手术治疗。

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康复科主任王素平从事康复临床、教学工作25年，康复医学临床
经验丰富，尤其擅长神经系统疾病的康复评定与治疗。王素平认为：“康复医学的本质是教育和
引导。康复需要人文关怀，这是所有人的需求，更是患者的渴望。我们要做的不仅是教会患者
获得正确的健康理念，还要为患者树立信心，让他们有尊严、有质量、有品质地生活。”

名医档案

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
神经康复科主任，主任医
师，医学硕士。担任青岛
市物理医学与康复专科副
主任委员、山东省康复医
学会脑血管分会委员、山
东省康复医学会意识障碍
与促醒分会委员、中国老
年保健医学研究会老年康
复分会委员。专业特长：
脑血管病、头晕、认知障
碍、帕金森病等的诊治与
康复治疗，尤其在脑梗死、
脑出血、头晕等的诊治与
康复方面经验丰富。

王素平

王素平提醒，早发现、早诊断
是应对脊柱侧弯的关键。家长要
注意观察孩子的后背，有没有高
低肩、高低腰，脱掉衣服看看腰两
侧是否对称等。

还有一种自测方法，就是前
屈试验检查法，要求被检测者两
脚跟并拢，双腿伸直，身体向前弯
腰90度，这种情况下更容易看出
来脊柱两侧是不是对称。如果出
现不对称，就要带孩子到医院骨
科或康复科拍摄脊柱全长的X光
片，做进一步的检查，当侧弯角度
大于10度即可诊断为脊柱侧弯。

对于脊柱侧弯的预防，王素
平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考虑到
10岁左右的小学生是脊柱侧弯的
高发人群，家长可定期带孩子进
行脊柱侧弯筛查，做到早发现，早
干预。家长和老师应当培养孩子
自我健康管理的意识，加强对脊
柱保健的重视，注意运动姿势，提
醒孩子保持正确的坐姿、站姿、走
路的步态等。家中也要给孩子配
备与身高相匹配的桌椅，并及时
调整桌椅高度。孩子做作业的时
候，每隔40分钟要站起来活动10
分钟，同时要加强体育锻炼，促进
身体的协调能力。

筹建神经康复科之前，王素平一直在神经
内科工作，担任诊疗组组长，主持疑难危重病人
的诊治、抢救工作，诊断出 MSA 等疑难病例。
在医院领导支持下，在保证神经内科日常工作
的同时，她积极筹建神经康复科，于2017年11
月成立神经康复科。

“在临床工作中，看到部分病人因病致残，
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我意识到康复
在疾病治疗中的作用。”当谈起神经康复为什么
独立成科时，王素平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根据
医院学科发展规划，她在2011年和2013年，先
后被派到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和中国康复
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进修学习，将早期康复
等先进理念带回科室，用于临床工作中，取得良
好的临床效果，得到患者的肯定和好评。

担任科主任以来，王素平带领全科继续开
拓进取，一方面继续诊治神经内科疾病，诊治了

罕见位点突变导致MELAS综合征、脊髓亚急性联
合变性等罕见病，开展了急性脑梗死病人溶栓治疗
等；另一方面以神经内科疾病为重点，开展神经系
统疾病的康复治疗，尤其是神经重症的康复，共有
10余例带气管插管、胃管、尿管的危重病人经康复
治疗后拔除三管，部分甚至全部恢复自理。在此基
础上王素平不断创新，到北医三院等多处参观学
习，开展了骨科康复、认知康复、疼痛康复等亚专
科，开展了超声引导下疼痛的注射治疗。

作为学科带头人，根据科室每个人的专业能
力和特点因材施教，打造康复医学学科品牌，是王
素平带领科室不断发展的“秘密武器”。“只有集
体合力，才能不断推动科室发展。”王素平说，在人
才培养上，他们根据亚专业特色打造学术梯队，让
每一个医生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方向，不断向
前发展，整体实力强了，学术科研梯队形成了，科
室向前发展的后劲才会源源不断。

“每年到了暑假前的一两个月，都会迎来一
大批脊柱侧弯的青少年患者扎堆就诊。”王素平
告诉记者，近一个月来，康复科更是接诊了数十
名脊柱侧弯患者，全部为青少年。而青岛市第
三人民医院神经康复科脊柱侧弯专业治疗团
队，为了能够将早发现、早诊断的端口前置，开
办了第二届脊柱侧弯训练营，帮孩子挺直脊梁。

小雯从7岁出现高低肩，小学三年级穿短
袖时已经非常明显；小希挺胸站立时，肩胛骨从
后面看就像鸟翅一样凸起，而且还一上一下；明
明每次做操时，左右脚都站不到一条线上。在
体检中，他们无一例外被诊断为不同程度的脊
柱侧弯。脊柱侧弯是指脊柱偏离中线，向左或向
右发生不正常弯曲，形成带有弧度“C”或“S”形的
脊柱畸形。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超过500万的
中小学生患有脊柱侧弯的情况，并且以每年30万
的数量递增，女生患病比例远超过男生。

王素平介绍，脊柱侧弯成因复杂，既有基因
遗传因素，也受后天环境影响，尤其以“特发性”
脊柱侧弯最为常见，约占脊柱侧弯总数的
75%—80%，好发于 10—16 岁的青少年群体。
究其原因，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于生长发育
期，身高快速增长，骨骼可塑性强，但肌肉力量
不足，不正确的姿势、过重负担和不恰当的运动

方式，都可能导致脊柱两侧肌肉力量失衡，进而引
发脊柱弯曲。“女孩的肌肉和力量先天弱于男孩，
这也是女孩脊柱侧弯发病率高的一项重要原因。”
王素平认为。

11 岁的娜娜在学校体检中查出轻度脊柱侧
弯，妈妈立即带她报名了脊柱侧弯夏令营。通过
连续两周的手法康复、训练，她的脊柱曲度改善了
近10度。更让娜娜欣喜的是，医生表示由于发现
及时，她的脊柱有望完全康复。受姐姐治疗经历
的启发，娜娜6岁的弟弟在家人督导下，也开始重
视坐姿、站姿和行走姿态的训练。“坐时双脚要平
放，臀贴椅背膝直角。保护脊柱双肩包，整体重量
不可超。床枕弧度须合体，坚持锻炼防侧弯。”这
段结合专家建议总结的生活指南，如今正工工整
整地贴在娜娜家的显眼位置。

科室采用德国施罗斯 SBP 脊柱侧弯矫形技
术、PSSE 特发性脊柱侧凸全面运动疗法，能够开
展脊柱侧弯筛查，进行矫正体操指导、脊柱侧弯健
康宣教，并根据检测结果开展运动疗法（矫正体
操）、提供体态矫正建议。同时脊柱侧弯患者也会
伴随不同程度的圆肩、驼背、骨盆前倾、骨盆前移、
足弓塌陷等体态问题，医疗团队在治疗过程中也
会将相应问题进行逐一调整，整体治疗，让患者恢
复正常体态。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葛优躺”“虾
米坐”等不良姿势会损害脊柱健康，一
些看似塑造形体的舞蹈、瑜伽等力量
型训练，若长期训练姿势不当，同样会
给脊柱带来巨大压力，引发曲度改变。

26岁的市民程红（化名）便是一个
典型病例。自幼学习舞蹈的她，体态
从外观看一直保持得不错，不料前一
段时间，一次不经意地扭头，引发了持
续而剧烈的脊背疼痛，程红不得不去
医院求助，最终确诊疼痛由脊柱侧弯
引发，弯曲度数为15度，且早已定型。
面对自己的脊柱影像，程红感慨万分：

“后悔没有早点做专业检查，现在想
来，那些频繁而莫名的疲惫感，也许就
是身体发出的警告。”

“大部分腰段脊柱侧弯，都是下肢
上传型，而这一点最容易被大众忽
视。”王素平介绍，人的双脚就像一座
大厦的地基，地基不平，上面的膝盖、
骨盆、脊柱，也将依次受到牵累。因
此，脊柱侧弯的孩子，下肢平衡性往往
也存在问题。而扁平足尤其是两侧足
弓塌陷程度不一致的孩子，也是脊柱
侧弯的高发群体，一定要提高警惕，早
做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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