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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筋滞骨错”理论对尾骨脱位相关腰痛的探讨※

杨梦琪1 张向东2 寇赵淅2 赵明宇2▲

摘 要 腰痛的病因并不是只有腰椎间盘突出、腰椎椎管狭窄等，赵明宇主任在临床诊疗过程中

发现有臀部摔伤史或分娩史的患者的腰痛与尾骨脱位有极大的联系。本文拟在“筋滞骨错”理论的

基础上，从尾骨的解剖学特点、尾骨脱位相关腰痛的病因病机、诊断及治疗等方面来进行讨论，为尾

骨脱位相关腰痛的临床诊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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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已成为严重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常见疾病

之一[1]。临床诊疗中若遇腰痛症状，常将其与腰椎间

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等腰椎疾病联系在一起，而很少

考虑到尾骨病变。赵明宇主任（以下简称“赵师”）从

事中医临床近 20年，在颈肩腰腿痛的中医治疗方面

经验丰富。其在临床诊疗中发现，部分腰痛（特别是

下腰痛）症状与尾骨病变相关，故从尾骨进行治疗可

有效缓解。赵师认为，外力作用或分娩引起尾骨解剖

位置改变[2]，周围肌肉为了维持尾骨正常的解剖位置，

长期处于代偿状态，局部筋骨关系失衡，影响了整体

筋骨的平衡，进一步发展为下腰痛。本文拟在“筋滞

骨错”理论的基础上，从尾骨的解剖学特点、尾骨脱位

相关腰痛的病因病机、诊断及治疗等方面进行讨论。

1 尾骨的解剖特点
尾骨略呈倒三角形，由 3～5块尾椎通过纤维组

织连结融合而成，由肌肉、骶尾韧带与骶骨承接，具有

一定的活动度，因此尾椎在受到外力撞击时容易发生

位移[3]。尾骨周围主要附着坐骨尾骨肌、肛提肌群和

骶尾韧带、肛尾韧带等，这些肌肉韧带具有维持尾骨

正常解剖位置的作用[4]。

2 病因病机
《灵枢》将腰部、骶尾部皆痛的病症称为“腰尻痛”

“尻骨痛”。相关研究[5]认为，外力作用及妊娠分娩是

引起尾骨脱位的主要病因。人们在摔倒时臀部着地，

尾椎骨受到外力损伤造成移位；在阴道分娩时尾骨受

到胎儿挤压向后移位，同时肛提肌等肌肉和相关韧带

也受到极大程度的拉伸，进而造成尾骨移位[6-7]。尾骨

脱位及周围肌肉、肌腱长久的痉挛，可进一步累及腰

部肌肉从而造成腰痛。

“筋滞骨错”理论认为，尾骨脱位相关腰痛总属筋

滞、骨错，筋骨失衡。筋束骨，骨张筋，筋骨互依互用，

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动态平衡。若尾骨的位置发生改

变，骨错病变累及筋，造成筋强、筋歪、筋纵等病理状

态，筋滞又反过来影响骨错，造成尾椎处筋骨关系失

衡[8-10]。研究[11-13]表明，脊柱的稳定由动力系统和静力

系统的动态平衡及中枢神经系统的调控维持，静力系

统即椎间盘、椎体、关节、脊髓等构成的被动系统，动

力系统即肌肉、肌腱的收缩运动及神经系统的调控，

二者共同维持动态平衡。静力系统即为“骨”，动力系

统即为“筋”，筋骨并用，骨为筋附，筋为骨用，相互为

用，动静系统通过筋骨的动态平衡来维持脊柱系统的

平衡，该平衡是相对的，动态的。当其中一方出现异

常，筋滞或骨错，脊柱平衡遭到破坏，则会通过临近关

节的代偿而维持一种病态的平衡，继而导致一系列脊

柱退变疾病[14]。尾骨脱位则尾椎的筋骨平衡遭到破

坏，为了维持整个脊柱的平衡，机体调动临近的腰椎

改变其筋骨状态，维持一种病态平衡，腰椎也会随之

出现一系列问题。尾骨周围所附着的肌肉出现“筋

滞”，如盆底肌功能减弱，则筋束骨功能失调，尾椎骨

的解剖位置和生理功能随之出现问题，整体脊柱平衡

遭到破坏。相关研究[15-16]表明，盆底肌和腹肌同时收

缩时能够增加腹内压以维持脊柱稳定，并且转移脊柱

所承受的负荷，盆底肌能够激活腹部肌纤维的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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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腹部肌肉活动，增强脊柱的稳定性。若盆底肌功

能减弱，长久发展则尾骨“骨错”以及脊柱平衡稳定失

调，也是造成下腰痛的原因之一。

3 尾骨脱位相关腰痛的诊断
尾骨脱位的临床症状多为腰骶部及臀部疼痛，咳

嗽、排便时疼痛加重，侧卧时疼痛减轻[17]，体征表现为

尾骨处压痛，X线片多表现为尾椎连续性中断，有成

角表现。尾骨周围结构较为复杂，X线片检查时尾骨

易被重叠结构遮挡[18]，造成诊断不准确，而X线数字断

层融合技术可避免周围组织的重叠干扰[19-20]，获取更

为直观的图像，避免误诊。

尾骨脱位导致的腰痛在临床中常被误认为是由

腰椎间盘突出或腰椎椎管狭窄所引起，因此，在下腰

痛患者的问诊中应详细询问有无外伤史或分娩史，在

体格检查中应加强对尾骨的检查。对于有臀部摔伤

史或分娩史的患者，应着重检查尾骨情况，行尾骨影

像学检查，以明确病因。

4 “筋滞骨错”理论指导下的治疗
依据“筋滞骨错”理论，尾骨脱位相关腰痛的治

疗，要遵循“整体与局部相结合”“以骨为先”的原则，

以纠骨错为主，理筋滞为辅。骨正则筋自柔，治疗中

先恢复尾骨的正常解剖位置，周围所附着的筋得到舒

缓，尾骨脱位所产生的腰痛随之缓解。

4. 1 手法复位 复位前与患者进行沟通，征得患者

的同意，复位过程注意保护患者隐私。复位前嘱患者

排空大便，侧卧于床边缘，双腿屈曲靠近腹部。医者

右手戴无菌手套后，食指涂抹石蜡油，然后进入患者

肛门内，触摸到脱位的尾骨，依据X线片辅助，将尾骨

拨回正确的位置（以尾骨前脱位为例，右手食指钩住

向前脱位的尾骨，向上抬），复位过程中嘱患者放松，

做深呼吸，同时不断做屈曲、伸直双下肢的运动，待手

指感受到咔嗒的响动，即为复位成功。复位后嘱患者

尽量避免久坐，使用尾骨垫，减少久坐对尾骨带来的

压力，保持大便通畅。

4. 2 功能锻炼 通过指导患者功能锻炼，增强腰腹

部和盆底肌肉力量，从而维持脊柱整体与局部的平

衡，是改善腰部疼痛和功能障碍的重要治疗手段。分

布于腰椎处的竖脊肌、多裂肌、髂腰肌，和分布于腹部

的腹内斜肌、腹外斜肌、腹直肌等，通过维持腹内压以

保持脊柱的稳定，因而腰腹肌力量平衡是维持脊柱稳

定的重要因素[21-23]。肌肉力量得到增强，筋的病理状

态（如筋强、筋弛、筋纵、筋歪等）得到改善，筋束骨生

理功能恢复正常，病情则得到控制。

盆底肌由肛提肌（耻骨直肠肌、耻骨尾骨肌、髂尾

肌）和尾骨肌等组成，像一个黏合剂，将耻骨、尾椎等

联合在一起，维持着盆腔和腹腔器官的稳定[24-25]。尾

椎所附着的肌肉多由盆底肌构成，进行盆底肌功能锻

炼，则肌肉力量增强，有助于维持复位后尾骨保持其

原有位置，也有助于尾椎筋骨平衡的恢复。对于妊娠

妇女，锻炼盆底肌肉力量，也可以从源头预防分娩所

带来的尾骨脱位。

5 讨论
在临床诊疗中，医者容易忽略尾骨脱位所导致的

腰痛症状，未能有效治疗，就会导致患者腰痛久治不

愈，病势缠绵。临证时应详细询问患者的既往史和发

病因素，结合临床症状、体征及影像学检查来确认腰

痛是否与尾骨脱位相关，明确病变因素。对于尾骨脱

位相关腰痛这类疾病，平乐正骨“筋滞骨错”理论认为

该病病因病机为“筋滞”与“骨错”所造成的筋骨失衡，

脊柱失衡，主张以整体辨证、以骨为先、恢复筋骨平衡

为原则来治疗。整体辨证即兼顾尾椎与腰椎、脊柱的

整体关系；以骨为先强调的是对骨、筋、神经血管的处

理顺序，因尾骨“骨错”病变为根本因素，治疗时应先

着手处理根本因素，采取手法整复对尾骨进行复位，

骨正则筋自柔，即中医理论所强调的“治病求本”理

念；后辅以尾骨周围肌肉及腰腹部核心肌肉功能锻

炼，筋强则骨缚，筋骨关系恢复平衡，则病祛痛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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