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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椎间盘突出无需手术治疗
五、按摩、注射胶原酶能

治好“椎间盘突出”吗？
很多人会误以为按摩能

使突出的椎间盘复位，其实
不可能，椎间盘是在一圈骨
头最中间的，周围一圈是坚
硬的骨质，就好像“豆沙包”
破了，隔着笼屉是不可能把“馅”塞回去的。

如果按摩不得法，非但不能使症状减轻，反而会使
症状加重，甚至会突然出现“足下垂”或者是马尾神经功
能障碍引起大小便失控。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病友接
受轻手法的按摩，它只有辅助作用，也是缓解肌肉的痉
挛使症状减轻。

六、什么样的椎间盘突出才适于手术？
手术治疗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征。过去讲是保守治

疗三个月无效的可以考虑手术。现在这个时间缩短了，
如果正规、系统的保守治疗六个星期后，仍然没有得到
明显的改善，或者是治疗好了以后很快又发作了，就可
以考虑手术治疗。

另外，病人的症状严重到影响他的生活和工作，比
如说腿疼，夜里睡一两个小时就要疼醒了，根本没法正
常生活，这个时候也可以考虑手术。

一些更极端的情况就需要急诊手术了。一种情况是，
巨大的“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足下垂”，大部分是突出发生
在腰4、腰5这个阶段。发生“足下垂”，就表示神经根已经受
到了非常严重的损害，这个时候必须要争分夺秒，赶快手
术，解除压迫。因为神经一旦受到损害是不可逆的，不可再
生的。具体地说，最好是在出现症状以后48小时内手术！
第二种情况是突然的突出引起马尾神经功能障碍，臀部、肛
门周围出现麻木，大小便失禁或者是解不出，都要赶快急
诊，确诊是“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就应立即安排手术。

有人做了手术之后担心复发问题。对于一般椎间盘
突出症，我们会摘除突出的那部分，80%的髓核组织还留
在椎间盘内。如果手术以后不注意的话，特别是不注意腰
背肌的锻炼，椎间盘负荷增强的时候，那80%可能还会再
突出，所以腰椎间盘突出症在手术后复发的可能性还是有
的，但最近几年来的统计显示，复发率已经很低了。

中国讲究“坐如钟，立如松”。从保护脊椎角度看这
是很正确的，坐直的情况下，腰肌可以分担一些腰椎间
盘的压力，椎间盘突出发生的概率就小了。

七、什么情况会使椎间盘突出突然加重？
椎间盘突出绝大部分采取保守治疗，在保守治疗期

间，病人起坐的姿势非常重要。特别要避免长时间坐低矮
的椅子，或者桌子和椅子高度不匹配，这种情况下，腰椎的
负荷都是超量的。斜着、歪着坐着，猛的一起身就可能造
成腰部肌肉收缩的不协调，就会引发椎间盘突出。

还有一个很容易发生的情况，是弯腰捡东西，一下
子就把腰扭了，不能动了，都可能是椎间盘突出导致
的。所以我们推荐大家学学“空中小姐”下蹲的动作，总
是保持上身直立弯腿的方式。这样的姿势负荷都在膝
关节和髋关节上，腰椎负荷小得多，对腰椎是种有效的
保护。最忌讳的是膝关节和髋关节都是直立，直着腿弯
腰下去，特别是搬重东西的时候，这种姿势腰椎的负荷
可以是平时的几十倍！

每个人都体会过腰疼，但是80%的腰疼不是椎间盘突
出造成的，实际上都是肌肉力量不足、腰肌劳损造成的。
所以，第一个应该注意坐姿，最忌讳坐在那儿驼着背，腰背
后面形成一个弧，这种情况下腰肌和腹肌处在放松状况，
全身的负荷都在椎间盘上。只有在坐直的时候，腰肌、腹
肌处于紧张状况，对椎间盘才可能形成保护。

八、腰椎管狭窄有什么办法？
“腰椎管狭窄”和“腰椎间盘突出”不太一样。“腰椎

管狭窄症”是老年人多见，“腰椎间盘突出症”是青少年
容易得。要是岁数偏大一些，有一些腰椎的增生导致的
椎管狭窄，保守治疗不一定是很好的，要到专科医院听
取专科医生的建议。

九、腰椎峡部裂需要治疗吗？
腰椎峡部裂在腰椎疾病中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

了，原因是复杂的，有先天性的因素和后天性的因素。峡
部裂最多见引起的是腰痛。如果偶尔有机会拍了张片子
发现有腰椎的峡部裂，一定要请专科医生给予详细地检查
和治疗，只有个别病人的腰椎峡部裂需要通过手术治疗来
修复，绝大部分峡部裂没有明显继发症状时是不需要手术
的，通过增强腰肌的力量，可以代偿、抵消峡部裂带来的负
面影响。有很多国家运动员级的健将，像体操运动员、舞
蹈演员都有峡部裂，但是通过良好的腰部肌肉的训
练，没做手术，照样可以拿奖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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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红兵从床下翻出了一把五六军刺
“你有事儿说事儿，你想干啥直接说

呗！”
“三扁瓜打死了土豆，你肯定知道

吧。”
“知道，咋了？你还想也整死我是咋

的？”
“人家土豆的妈这两天成天来找我，

人家就这一个儿子，还被三扁瓜打死了，
你说人家怎么活？现在三扁瓜也跑了，
找谁说理去？”

“三扁瓜杀了人，那归警察管，你找
我来说啥？”

“柱子，别扯淡，三扁瓜是你的兄弟，
谁不知道！”

“那你到底啥意思，你倒是说啊，扯
这半天犊子干啥玩意儿？”

“我的意思是，你现在小生意不错，
手头也有几个钱儿，你的兄弟手头也有
几个钱儿，你们一起凑5万块钱，给土豆
他妈送去。咱们都是混社会的，这规矩
你比我懂吧！”

“你是来‘扎’钱的啊，老李。”刘海柱
一听，火气上来了。

“那你说这事儿是不是这么个理
儿？”

“那我要是不给呢？”
“那你就去给土豆偿命吧！”李老棍

子虽然语气还挺平缓，但能听出明显火
了。

“你他妈的一张口就是5万，让人活
吗？”刘海柱其实觉得应该给土豆他妈妈
点补偿，但是李老棍子讹诈一样张口就
是 5万，刘海柱绝对不能给。刘海柱这
人向来吃软不吃硬。

“反正5万，一分钱也不能少。明天
下午我在附属医院给黄老邪陪床，把钱
拿过来，顺便也跟老邪聊几句。你说说
老邪怎么你了？又被你砍成那样！打狗
也得看主人吧！”李老棍子的意思是让刘

海柱去医院送钱的同时，给黄老邪道个
歉。

“滚远点！”刘海柱一听李老棍子提
到黄老邪，就气不打一处来。

“你自己掂量着办吧。”李老棍子说
完转身就走了。

“滚！”
李老棍子走的第二天上午，赵红兵

自己一个人去找了刘海柱，小北京被赵
红兵留在旅馆看门。

“刘哥，李老棍子找你来了？”“嗯，跟
我‘扎’钱。”“他怎么说？”“让我下午去附
属医院给他送钱去。”“那你的意思是？”

“我手头倒是有几个钱，现在基本攒够了
开修汽车店的钱，但是李老棍子这么讹
钱，我凭什么给他？”刘海柱凭着几年的
辛苦，此时手头已经有了不少钱。

“嗯，他说没说你要是不给怎么样
啊？”

“他说，我不给他就让我偿命。”
“呵呵，真有意思，他们住在附属医

院哪里啊？”
“309。”
“哦，知道了。”
赵红兵问完刘海柱，没再说话，转身

走了。刘海柱也觉得很奇怪，以他对赵
红兵的了解，赵红兵应该留下来陪他才
是啊？怎么这次赵红兵就这么走了？

平时赵红兵都是住在旅馆的，很少
回家。但那天他没有回旅馆，直接回了
家。到家后，赵红兵从床下翻出了一把
五六军刺，这把枪刺是他当年在医院里
和三虎子恶战时抢来的，他一直没有用
过。即使是准备与李老棍子在河边恶战
时，他也没掏出来过。

这天，赵红兵终于把这把枪刺拿了
出来，轻轻地抚摸着，像是抚摸着自己孩
子的头发一样。他虽然很少用武器，但
他十分喜欢武器，尤其是军用武器。作
为一个老兵，赵红兵深知这件历史上堪

称最恶毒的冷兵器的威力。只要他想杀
人，这东西一定能一击致命。在某种条
件下，它的威力要超过手枪。

打架从不抄家伙的赵红兵那天为什
么拿起了五六军刺？二狗想，或许在那
几天，赵红兵有一些自暴自弃。赵红兵
最大的缺点，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闷在
心里，不愿意说出来，他的内心世界有多
复杂，可能没有一个人能了解。就算是
对小北京，赵红兵也不愿意吐露心事，尤
其是说出让别人替他窝心的事。他不曾
想象也不敢想象没有高欢的生活是什么
样的，他的委屈与愤懑需要宣泄。

二狗想，宣泄或许还在其次，重要的
是，赵红兵是墨者，是上世纪 80年代的
墨者。墨者，侠也，上世纪80年代，墨者
精神尚存，赵红兵这样的仁侠之士不在
少数，小北京、李四、刘海柱等都可以称
为当代墨者。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就
已经是张岳、李武这样匪气十足的江湖
大哥的天下了。

墨家的本质就是以暴易暴。李老棍
子是人中败类，赵红兵愿以暴易暴，除
之而后快。“除天下之害”，是墨家的立
足之本。

赵红兵和刘海柱等人并不像儒家学
说所倡导的“君子之交淡如水”，而是兄
弟之情烈如火，恰似当地20世纪80年代
出产的 70度原浆白酒，烈，烧喉，辣，但
暖心。这就是墨者，这就是墨者
间的友谊。

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
展历程。这是对改革开放30年的一次不同寻常的纪念和追忆，沉重地反思
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所得到的和所失去的。

东北
往事

孔二狗孔二狗 著著
重庆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名医
讲堂

经常有一些没有行医执照的外行人，在生
死攸关的健康问题上给大家“指点迷津”，包括
目前市面上大行其道的一些中医养生书。常

见病中隐藏致命因素，误诊误治带来严重伤害，而错误的健康
观点会草菅人命！名医讲堂
不用求人不必排队，零距离
接触最权威的医学专家，告
诉你最想知道的健康问题和
健康理念，轻松避免错误的
治疗和保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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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黑七月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2000年，中国

经历了 23个高考的年头，当年在恢复高
考中曾经因为写的作文好或者数学好而
考上了像北大、清华等最高学府的学子
们，今天他们大多数已经成了社会各界
的主力，他们的孩子也差不多都进入了

高考年龄或者已
经考进了大学。
23年的岁月仿佛
弹指一挥间，人们
发现同为高考一
件事，今天与昨天
的 情 形 截 然 不
同。当年，人们是
多么期盼恢复高
考，那些多年失去
了上大学机会的
学子们一听说可
以参加高考了，就
像黑暗中重新见
到了太阳，就像枯

萎的生命遇见了雨露。然而 20多年过
去了，当他们的孩子也开始考大学时，别
说他们的孩子对高考感到害怕，当年在
高考中出尽风头的高考佼佼者也异常迷
惘和紧张，甚至比自己当年进考场的心
情更加忐忑不安。

这是为什么？今天的高考竞争已经
比 20多年前的竞争要激烈几倍甚至几
十倍。首先是人数上的竞争，1977年、
1978年两年虽说共有 1160万人参加高
考，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次大考，但
实际上如果用适龄青年的总人数来计
算，真正可以参加高考的总人数应该超
过一亿多人。正是由于“文革”的特殊原
因，10年停考后一下重新恢复高考，使很

多人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彻底放弃
考大学的机会，他们没有走进考场，但为
那些走进考场的人让出了机会。“我们那
个时候参加高考心里没有那么多压力，
无非是谁考上了就能够重新走进学校读
书。即使考不上，身边不是还有很多人
嘛，他们没有进大学还照样有活干，有饭
吃，说不定就在你上大学的那几年里，他
混上了一个比你大学毕业分配还好的工
作。这种情况至少延至上世纪 80年代
末。可自从我们的孩子也走进高考的今
天，情况完全变了：你考不上大学，就意
味着有可能一生的贵贱身份从此确定，
你将永远难以走进时代的上层社会，最
起码的例证就是你没有大学文凭便走不
进红红火火的用人‘招聘市场’，而只能去
清清淡淡甚至脏兮兮的‘劳务市场’。这
两个市场实际上就是两种不同阶层的具
体体现。还有一个情况是，那时我们参加
高考虽然也下了不少苦功，但基本上是能
蒙几分就蒙几分，很多人个别科目甚至交
了白卷，但也进了大学门。现在行吗？
肯定不行，我女儿第一次考了全市第二
名，高出北大的录取分数线 20多分最后
却落得没有学校上——因为第一志愿的
名额没挤上，另一所重点大学又不录第
二志愿，这种情况在 20年前怎么可能发
生呢？所以说，同为高考，两代人经历的
竞争完全不是一种程度。”一位两代人都
考入北大的学生家长对我如此说。

是什么时候高考变得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充满火药味？家长说不清，学生
更说不清，唯独学校的老师能从他们一
年又一年备战“黑色7月”中感受和体味
到。中国的7月是高考的月份(虽然刚刚
实行春季招生，但主考期仍未变化)。把
7月说成“黑色”，是因为如同战争一般的

高考硝烟弥漫了每一年的高考日子。只
有硝烟弥漫的战争才可能使晴朗的天空
变成黑色，可见高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
是何等沉重！

7月，成了中国人每年必须经历的一
场年度战争，但以为高考的胜败是在 7
月的 7日、8日、9日三日的考场，那肯定
只有傻瓜才这么想。我从南到北采访的
十几所各地的名牌中学，他们的高考录
取率之高，不能不令人敬佩，几乎清一色
的95%以上，就是说，他们的高中生中每
100个人里就有95个可以考上大学(包括
大专)，即只要能进这样的学校基本上就
稳进大学。名牌中学和重点中学就是这
样在人们心目中慢慢形成威信并树立起
形象的。

据我考察的结果表明，现在各地的
所谓名牌中学和重点中学，早先并没有
人授予他们这样的荣誉，倒是高考之风
把他们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变成了
名扬四方的明星中学。在商品社会的今
天，一切有名的东西都是含金量很高的，
名演员可以获得大额出场费，名产品销
售起来不用人在一旁吆喝，名企业的无
形资产听了就让你吓一跳。名中学的牌
子同样值钱，一个“计划外”名额招生指
标，三万五万随便可以进账。

名牌靠什么而来？当然不是与生俱
来的，关键是那个诱人的高考录取率。

录取率靠什么而来？下大工夫，认
认真真、努努力力、刻刻苦苦？名校长们
都偷偷地笑了，他们悄悄告诉我：如果

“中招”招来的都是笨学生，我再有名气
也不可能把高考升学率和录取率提上去
呀！那叫傻干，而傻干是永远干不出聪
明活的，只有聪明人才能干出省
事又省力的聪明事。

深度
调查

高考是我国教育改革的焦点，举国上下，亿万人瞩目，牵动多少人的生活，影响多少家庭的命运走向！作家
何建明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经过多年深入广泛地调查采访，以充满激情的笔墨，对这一最为百姓关注的“战
争”进行了首次全景式的扫描，深入到了事件的内层，考察在波澜壮阔和轰轰烈烈之下，隐含着的几多悲愤；对
高考体系中的不完善之处以及可恶的腐败、留学的陷阱、畸形的旁门左道等，都有鞭辟入里的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