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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观察腰椎间盘突出症（ｌｕｍｂａｒ ｄｉｓｃ ｈｅｒｎｉａｔｉｏｎ，ＬＤＨ）患者肌肉加载下腰椎有限元模型的应力变化，
探讨 ＬＤＨ 患者肌肉功能对结构应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正常志愿者、ＬＤＨ 患者各 １ 名，采集 ＣＴ 数据建立相应的

正常、ＬＤＨ 腰椎⁃骨盆三维有限元模型，同时采集其步态数据驱动 ＡｎｙＢｏｄｙ 仿真肌骨模型，得到附着在腰椎骨盆周

围肌肉的肌力及髋关节力作为加载条件，分别进行自身加载和正常模型加载 ＬＤＨ 肌肉力，比较两种加载情况下

Ｌ４、Ｌ５ 椎间盘及骶髂关节两侧应力变化。 结果　 正常模型加载 ＬＤＨ 肌肉力后，自身加载时的双峰曲线消失，代之

以异常的单峰曲线，与 ＬＤＨ 模型自身加载后的时间⁃应力曲线变化趋势一致。 ＬＤＨ 患者肌肉力加载于正常模型

后，Ｌ４、Ｌ５ 椎间盘及骶髂关节两侧应力差值较 ＬＤＨ 模型自身加载后的应力差值减小。 结论　 ＬＤＨ 患者腰椎骨盆

肌肉功能异常会引起腰椎及骶髂关节应力异常，结构失衡本身可导致应力失衡，而肌肉作为动力因素是导致结构

动态应力异常的重要原因，由此可导致关节运动模式的异常。 临床治疗 ＬＤＨ 要重视对周围肌肉功能失衡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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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椎间盘突出症（ ｌｕｍｂａｒ ｄｉｓｃ ｈｅｒｎｉａｔｉｏｎ，ＬＤＨ）
被认为是临床常见病腰腿痛的主要病理因素［１］，椎
间盘源性可占到 ４２％ ［２⁃３］。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过
度劳作、工作负荷大人群的 ＬＤＨ 发病率较高［４］。
研究发现，力学因素是影响腰椎间盘退变的重要原

因［５⁃６］，故腰椎生物力学改变是 ＬＤＨ 发生过程中的

重要影响因素。
腰椎稳定性由椎体、椎间盘、关节囊、韧带等组

成的静力稳定系统与腰椎周围肌肉等软组织组成

的动力稳定系统所维持［７⁃９］。 现代生物力学研究认

为，ＬＤＨ 是脊柱“动力系统”与“静力系统”失衡相

互影响的结果［１０］。 中医学将动力学和静力学失衡

状态称为“筋出槽”和“骨错缝” ［１１］，近年来又发展

为“筋骨失衡”理论，认为是 ＬＤＨ 的基本发病机制。
腰椎稳定性是维持力平衡、生理运动及避免损伤的

基础，突出前软组织损伤与退变、腰椎结构不稳定

等力学平衡紊乱是导致椎间盘突出发生的基础［１２］，
突出后腰椎内外力学平衡紊乱进一步发展，静力系

统失去衡稳会导致椎管内“压应力”变化，刺激压迫

神经，表现为腰腿痛的症状。 因此，研究 ＬＤＨ 生物

力学特性时坚持筋骨整体观，具有重要的临床

意义。
近年来，有限元方法被广泛用于生物力学研

究，但三维有限元研究在肌肉软组织分析方面存在

局限性，离体标本又无法完全模仿肌肉的作用，肌
肉收缩力常常被忽略，多数三维有限元力学模型的

加载条件无确切依据［１３］。 随着研究的不断完善，目
前已经建立了包含人体肌肉、韧带和骨骼的有限元

模型［１４］，但肌肉作用多是以直接的载荷施加于模型

中［１５］。 肌肉主动收缩的能力被忽略，仅保留了被动

响应的作用［１６⁃１７］。 人体运动系统建模与仿真是目

前生物力学研究的热点，动力学仿真研究已日趋成

熟［１８］。 ＡｎｙＢｏｄｙ 仿真软件可逆向分析人体肌肉关

节运动规律，其与有限元分析软件的有效结合能够

解决体内实验获取肌肉力局限性的问题，为有限元

分析提供主动肌肉力数据。 ＡｎｙＢｏｄｙ 输出文件与三

维有限元软件匹配是 ＡｎｙＢｏｄｙ 的功能之一［１９］，可以

将其输出的肌肉力直接加载于有限元模型进行分

析［２０⁃２１］。 本课题组前期基于“筋骨失衡”的整体理

念，采集 ＣＴ 数据建立正常和异常腰椎骨盆模型，同
时采集步态数据进行 ＡｎｙＢｏｄｙ 仿真逆向动力学分

析，得到腰椎骨盆周围肌肉力，并分别作为各自有

限元模型加载条件进行有限元分析。 结果发现，
ＬＤＨ 患者存在静力系统的失衡，即人体承重力线的

偏移。 由于每个模型加载动力数据不同，动力系统

失衡对静力失衡会产生必然影响。 为了探讨结构

与肌肉力的相互影响，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开
展进一步研究。

１　 研究对象

ＬＤＨ 患者 １ 名（Ａ），源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推

拿科病房。 ＬＤＨ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
ＬＤＨ 的诊断标准［２２］。 患者 Ａ 腰椎 ＭＲＩ 显示 Ｌ４ ～ ５
椎间盘左后方突出，临床表现为腰痛伴左下肢疼

痛，即左侧为患侧，且存在左侧骶髂关节紊乱。 正

常健康志愿者（Ｎ）１ 名，源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职工。 ２ 名受试者（Ａ、Ｎ）均为

女性，普通 Ｘ 线和临床查体排除腰椎骨盆肿瘤、感
染、畸形及先天性和外伤性等异常情况，年龄３０～ ４０
岁，身体质量指数（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ＢＭＩ） 分别为

２１ ０９、２１ ９４ ｋｇ ／ ｍ２，体型差异不大。

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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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采集步态数据

测试前，两名受试者预先换上贴身背心和短

裤，尽量暴露四肢和躯干，由同一工作人员在受试

者身上取点，放置标志球，标志点位置参照美国

Ｖｉｃｏｎ公司 Ｐｌｕｇ⁃ｉｎ⁃Ｇａｉｔ Ｍｏｄｅｌ 选取。 根据研究课题

目的，减少胸骨剑突下标志点，增加腰椎骶骨周围

３ 个标志点（Ｌ３ 棘突左右各 ５ ｃｍ，骶中棘中点），共
计 ４１ 个标志点。

受试者在三维测力台（ＡＭＴＩ 公司，美国）上自

然来回行走，记录受试者每侧脚从着地至离地时的

地反力，直至获取采集每侧足地反力 ３ 次不同数

据；同时，三维红外步态测试系统（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公司，美国）根据标志点采集受试者步态动作。 数

据存储为 Ｃ３Ｄ 格式。
２ ２　 ＡｎｙＢｏｄｙ 骨骼肌肉模型获取肌肉、关节力

参照受试者身高、体质量，调整 ＡｎｙＢｏｄｙ ６ ０ ５
人体建模仿真系统中的人体模型参数，将上述步态

Ｃ３Ｄ 数据作为驱动程序，导入 ＡｎｙＢｏｄｙ 中进行运

算。 图 １ 所 示 为 模 拟 步 态 过 程 的 模 型 截 图。
ＡｎｙＢｏｄｙ求解肌肉力，利用系统提供的最优化方案

解决肌肉募集冗余问题［１３］。

图 １　 步态分析采集数据驱动 Ａｎｙｂｏｄｙ 肌骨模型后截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ｒｅｅｎｓｈｏｔ ａｆｔｅｒ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Ａｎｙｂｏｄｙ 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ｒｏｍ ｇａ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ｙＢｏｄｙ 软件运用逆运动学原理，分别输出腰

椎骨盆周围肌肉力（股二头肌、臀中肌、臀小肌、梨
状肌、股直肌、缝匠肌、半膜肌、半腱肌、腹内斜肌、
腰方肌、大收肌、股薄肌、闭孔外肌、阔筋膜张肌、长
收肌、腹外斜肌、腹内斜肌、腰大肌、髂腰肌、竖脊

肌）及髋关节力在步态周期支撑相内的变化数据。
将上述力学数据输出为 ｏｕｔｐｕｔ 文件，剔除其中肌肉

力较小肌肉，作为有限元计算的加载条件。
２ ３　 腰椎骨盆有限元分析

利用 ６４ 排螺旋 ＣＴ（Ｐｉｌｉｐｈｓ 公司，荷兰） 采集

两名受试者 Ｌ１ 至骨盆出口平面（坐骨结节下缘）ＣＴ
数据，重建层厚约为 ０ ６２５ ｍｍ。 存储为 ＤＩＣＯＭ 标

准格式。
将上述数据导入数字医学图像处理软件

Ｓｉｍｐｌｅｗａｒｅ ６ ０，对图像进行处理、采样、切割、过滤

等，最终建立腰椎骨盆三维模型（见图 ２），并划分四

面体网格。 模型包含 ５ 节段腰椎 Ｌ１ ～ ５、２ 块髋骨、
１ 块骶骨，共计 ８ 块。

图 ２　 正常腰椎骨盆三维有限元模型（含韧带）
Ｆｉｇ．２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ｌｕｍｂａｒ ｐｅｌｖｉｓ （ｗｉｔｈ ｌｉｇａｍｅｎｔｓ）

将上述网格模型导入 ＡＢＡＱＵＳ ６ ５ 有限元软件

中，添加韧带（前纵韧带、后纵韧带、黄韧带、棘间韧

带、棘上韧带、髂腰韧带、骶结节韧带、骶棘韧带、骶
髂前韧带、骶髂后韧带、腹股沟韧带）。 赋予腰椎及

骨盆三维有限元模型的单元属性及材料特性见

表 １［２３］。 最终建立正常、ＬＤＨ 两个腰椎骨盆有限元

模型。 本文主要是对正常及 ＬＤＨ 患者腰椎骨盆骨

性结构在模拟步态过程中的应力情况进行分析，故
对模型的骶髂关节予以融合处理。
２ ４　 约束及加载条件

约束 Ｌ１ 椎体上表面的所有节点，骨盆下缘不

予约束，将上述两个 ＡｎｙＢｏｄｙ 肌骨模型输出的包含

肌肉力及髋关节力的 ｏｕｔｐｕｔ 文件作为三维有限元模

型的加载条件，导入 ＡＢＡＱＵＳ 中进行分析。 由于腰

椎各椎体间相对活动范围极小，故各椎体与椎间盘

之间设定为无滑动，而骶髂关节接触面设定为小

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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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有限元模型骨骼及韧带材料属性 （ Ｎ：正常模型，Ａ：ＬＤＨ
模型）

Ｔａｂ．１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ｂｏｎｅ ａｎｄ ｌｉｇａ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材料
弹性模量 ／

ＭＰａ
泊松比

截面积 ／

ｍｍ２

单元数量

（Ｎ ／ Ａ）
皮质骨 １２ ０００ ０ ０ ３００ — ４９１ ６６９ ／ ４９５ ０５９
松质骨 １００ ０ ０ ２００ — １０４ １７２ ／ １６１ ６７９
纤维环 ４５０ ０ ０ ３００ — ５５ ９１７ ／ ７４ ６９１
髓核 １ ０ ０ ４９９ — ２８ ５０４ ／ ２１ ８１４
软骨 ２３ ８ ０ ４００ — ２ ６２２ ／ ２ ３８８
前纵韧带 ７ ８ ０ ３００ ２４ ０ ３０
后纵韧带 １０ ０ ０ ３００ １４ ４ ３０
黄韧带 １５ ０ ０ ３００ ４０ ０ ２４
棘上韧带 ８ ０ ０ ３００ ２３ ０ ５
棘间韧带 １０ ０ ０ ３００ ２６ ０ ２０
横突间韧带 １０ ０ ０ ３００ ３ ６ ２０
髂腰韧带 ７５ ０ ０ ３００ ２５ ０ ８
骶棘韧带 １２ ６ ０ ２００ ２５ ０ １０
骶结节韧带 ３３ ０ ０ ３００ ５３９ ０ １０
腹股沟韧带 ２ ６ ０ ３００ ４５ ０ ４
骶髂前韧带 ２０８ ０ ０ ２００ ２５ ０ ２４
骶髂后韧带 １３３ ０ ０ ２００ ２５ ０ ２０

　 　 加载方式如下：① 自身加载。 将受试者（ＬＤＨ
患者或正常受试者）经 ＡｎｙＢｏｄｙ 逆向分析得到的肌

肉力加载到此名受试者所建立的腰椎骨盆三维有

限元模型，作为加载条件（ＬＤＨ 肌肉力⁃ＬＤＨ 模型，
正常肌肉力⁃正常模型）。 ② 正常模型加载 ＬＤＨ 肌

肉力。 将 ＬＤＨ 患者经 ＡｎｙＢｏｄｙ 逆向分析得到的肌

肉力加载于正常受试者所建立的腰椎三维有限元

模型，作为加载条件（ＬＤＨ 肌肉力⁃正常模型）。 因

为本文重点考察 ＬＤＨ 患者肌力对腰椎骨盆结构应

力的变化，故考虑正常受试者肌肉力加载于 ＬＤＨ 腰

椎骨盆有限元模型的情况。
２ ５　 有限元模型验证

有关椎骨盆周围肌肉加载实验及相关实验数

据鲜有报道，故无法直接对整个肌肉加载下腰椎骨

盆有限元模型进行验证。 姬涛等［２４］ 在骨盆模型骶

骨面上垂直加载 ６００ Ｎ 载荷，骶髂关节面最大应力

为 ９ ５ ＭＰａ；张宁华等［１３］在腰椎骨盆模型上垂直加

载 ５００ Ｎ 载荷，骶髂关节融合面骶骨左右应力分别

为 １６ １、２５ ６ ＭＰａ；本研究显示，正常及 ＬＤＨ 模型

骶髂关节面平均应力峰值分别为 ３ ６、５ ９ ＭＰａ。 由

于本文加载条件为腰椎骨盆周围肌力，非垂直载

荷，且肌力方向各异，对骶髂关节产生压力与拉力，

可能导致骶髂关节应力较之前研究的数值小，但结

果的数量级相同。

３　 结果

加载步态周期支撑相肌肉力后，有限元模型应

力云图随之表现为相应的动态变化。 图 ３ 所示为

ＬＤＨ 模型自身加载时左腿支撑相的应力分布情况。

图 ３　 自身加载时左腿支撑相 ＬＤＨ 模型应力云图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ｅｓｓ 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ＬＤＨ ｍｏｄｅｌ ａｔ ｌｅｆｔ ｌｅ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ｈａｓ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ｅｌｆ⁃ｌｏａｄｉｎｇ

为量化椎间盘及骶髂关节应力步态周期支撑

相内的变化，分别取关节面左右对称位置上均匀分

布的 ２０ 个点，取其步态周期中某时间点的应力平均

值代表该关节面此时间点上的应力，以此来表示应

力⁃时间变化。 观察时间选取步态周期的支撑相，横
轴代表 １ 个步态周期的支撑相（０％ ～ １００％ ），即从

一侧脚着地到脚完全离地的过程。
自身加载，即将两名受试者自身的动力学数据

加载与自身有限元模型上进行分析，得到 Ｌ４、Ｌ５ 左

右应力及两侧骶髂关节面时间⁃应力曲线变化。 正

常模型时间⁃应力曲线呈双峰变化，且两侧峰值差异

很小；而 ＬＤＨ 模型中以下肢疼痛的一侧为患侧，另
一侧为健侧，两侧时间⁃应力曲线呈单峰变化，且两

侧应力峰值差存在明显差异（见图 ４）。
正常模型异加载，即将 ＬＤＨ 患者的腰椎骨盆相

关肌肉力载荷加载于正常者腰椎骨盆有限元模型，
获得 Ｌ４、Ｌ５ 左右应力及两侧骶髂关节面时间⁃应力

曲线变化（见图 ５）。 正常模型加载患者肌肉力后，
自身加载时的双峰曲线消失，代之以异常的单峰曲

线，且与 ＬＤＨ 模型自身加载后的时间⁃应力曲线变

化趋势一致。 ＬＤＨ 模型自身加载与正常模型加载

ＬＤＨ 肌肉力后差值比较，Ｌ４ 左右两侧应力峰值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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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自身加载时不同模型 Ｌ４、Ｌ５ 及骶髂关节左右应力⁃时间变化

Ｆｉｇ．４ 　 Ｓｔｒｅｓｓ⁃ｔｉｍｅ ｃｕｒｖｅ ｆｏｒ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ｔ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Ｌ４， Ｌ５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ａｃｒｏｉｌｉａｃ ｊｏｉ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ｅｌｆ⁃ｌｏａｄｉｎｇ　 （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ｂ） ＬＤＨ ｍｏｄｅｌ

图 ５　 正常模型加载 ＬＤＨ 肌肉力情况下 Ｌ４、Ｌ５ 及骶髂关节左右应力⁃时间变化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ｅｓｓ⁃ｔｉｍｅ ｃｕｒｖ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ａｔ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Ｌ４， Ｌ５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ａｃｒｏｉｌｉａｃ ｊｏｉｎｔｓ ｌｏａ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Ｄ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ａ） Ｌｕｍｂａｒ ｄｉｓｃ ４， （ｂ） Ｌｕｍｂａｒ ｄｉｓｃ ５， （ｃ） Ｓａｃｒｏｉｌｉａｃ ｊｏｉｎｔｓ

分别为 ０ ９０、－０ ２５ ＭＰａ，Ｌ５ 左右两侧应力峰值差

分别为 ２ １１、１ １４ ＭＰａ，两侧骶髂关节应力峰值差

分别为 ３ ０５、１ ７４ ＭＰａ，差异较大。 由此可见，ＬＤＨ
患者肌肉力加载于正常腰椎骨盆模型后，Ｌ４ ～ ５ 椎

间盘及骶髂关节两侧应力差值较加载于 ＬＤＨ 模型

后的应力差值减小。
正常模型加载自身和 ＬＤＨ 患者肌肉力，结构整

体应力趋势一致；正常模型和 ＬＤＨ 模型加载 ＬＤＨ
患者肌肉力，正常模型两侧应力差异较 ＬＤＨ 模

型小。

４　 讨论

目前关于肌肉力对腰椎骨盆生物力学影响的

研究较少，离体标本又无法完全模仿肌肉的作用，
故先前多数关于腰椎骨盆的有限元研究中，肌肉力

常常被忽略［２５⁃２６］。 建立包含肌肉主动力的有限元

模型可提高生物逼真度，满足肌肉骨骼建模的需

求，增加结果可靠性与准确性，是有限元建模分析

研究的方向［２７］。 ＡｎｙＢｏｄｙ 仿真软件为有限元建模

分析中肌肉加载的问题提供了方法。 Ｓｅｏ 等［２８］ 应

用肌骨模型逆向分析步态过程中肌肉力，作为有限

元的输入条件，提高了输入值的准确性。 该研究同

时验证了步态过程中股二头肌、腓肠肌内侧肌电与

ＡｎｙＢｏｄｙ 输出肌肉力的一致性，说明此方法的可行

性及有效性。
肌肉功能异常会引起关节应力失衡，导致关节

运动模式的紊乱。 本研究显示，ＬＤＨ 患者两侧关节

应力峰值存在差异，说明 ＬＤＨ 患者肌肉失衡导致两

侧关节应力失衡；ＬＤＨ 患者腰椎骨盆模型两侧时

间⁃应力曲线变化趋势较正常者存在明显差异，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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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ＤＨ 患者存在关节运动模式的紊乱。 正常模型加

载 ＬＤＨ 肌肉力后，正常模型应力曲线出现异常，且
与 ＬＤＨ 患者模型自身加载异常应力曲线趋势一致，
说明动作的动力来源于肌肉的收缩，腰椎、骨盆两

侧应力差异的产生与肌肉失衡存在直接关系。 腰

椎骨盆周围肌肉，如腹内斜肌、梨状肌、髂腰肌、腰
大肌、股二头肌等，均可维持骶髂关节“自锁系统”
的稳定性［２９］。 这些肌肉跨越腰椎及骶髂关节，可同

时维持腰椎和骶髂关节的稳定。 腰椎骨盆周围软

组织在腰椎退变及骶髂关节紊乱的形成过程中发

挥重要作用，是临床研究腰椎骨盆生物力学因素中

不可忽视的部分。
正常者加载 ＬＤＨ 患者肌肉力后，正常模型两侧

差异较 ＬＤＨ 模型小，这可能与该 ＬＤＨ 患者本身存

在腰椎侧弯及骶髂关节紊乱所致，故结构的失衡有

可能会加重应力的失衡。 由于疼痛的保护性反应，
ＬＤＨ 患者常存在保护性侧弯［３０］。 研究发现，ＬＤＨ
还多合并骶髂关节紊乱［３１］，而结构的被动性又决定

了其既可能是 ＬＤＨ 椎间盘和骶髂关节负荷失衡、增
高的原因，又可能是 ＬＤＨ 病理刺激导致肌肉失衡的

结果，故临床上需辨证看待结构失衡与肌肉失衡之

间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肌肉功能失衡是导致 ＬＤＨ 结构应

力失衡的重要原因，同时又可能存在结构失衡。 基

于《黄帝内经》“筋骨”理论，结合中医推拿特点及治

疗原则，有研究者提出“筋骨并重，以筋为先”的中

医推拿理论［３２］。 因此，推拿治疗时要“筋骨并重，以
筋为先”，并且通过脊柱微调手法纠正关节错位，配
合腰椎骨盆周围肌肉功能锻炼，可以提高 ＬＤＨ 的临

床治愈率［３３］。

５　 结论

ＬＤＨ 患者腰椎骨盆肌肉功能异常会引起腰椎

及骶髂关节应力的异常，结构失衡本身可导致应力

失衡，而肌肉作为动力因素是导致结构动态应力异

常的重要原因，由此可导致关节运动模式的异常。
因此，临床治疗 ＬＤＨ 应重视对周围肌肉功能失衡的

评估。
ＬＤＨ 导致腰椎间盘退变异常生物力学特征的

形成，部分由于腰椎及骨盆关节关节面异常对位造

成的静力性失衡，还包括周围肌肉等软组织的生物

力学失衡。 腰椎骨盆周围软组织在腰椎退变及骶

髂关节紊乱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故在运用

三维有限元分析“腰椎⁃骨盆”复合体生物力学特性

时，不能忽略肌肉软组织对腰椎间盘及骶髂关节的

影响。
推拿手法包括正骨手法和理筋手法，是临床非

手术治疗 ＬＤＨ 的重要手段。 推拿手法目前腰椎及

骨盆生物力学研究为正骨手法提供了大量的理论

依据，但是由软组织研究的不足和局限性，在一定

程度限制了 ＬＤＨ 理筋手法的辨证和发展。 本文将

逆向动力学分析得到的肌肉关节力学数据作为有

限元分析的加载条件，缺少对软组织的量化分析，
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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