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吊颈健身法”引
发 网 友 和 市 民 的 质
疑。

医生也表示，整个
人吊颈悬空还来回甩，
这样是危险的、不可取
的。

医生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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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 日，大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
开新闻发布会，大连市公安局副局长曲波通报
了“5·22”案件有关情况。

2021年5月22日11时40分许，犯罪嫌疑人
刘某（男，1989年出生，理发师）驾驶辽 B63NE6
黑色轿车沿中山区五惠路由西向东行驶至劳动
公园北门人行过道斑马线处，将多名行人撞倒
后，继续行驶至五惠路与解放路交会处追尾一
辆厢式货车，随后弃车逃逸。13时许，刘某被警
方抓获。截至目前，该案造成 5 人死亡，5 人受

伤，其中4人当场死亡，3人被120送医抢救，1人
抢救无效死亡，后有 3 人自行到医院治疗。现
伤者情况稳定，正在进一步治疗中。

“5·22”案件发生后，公安部，省委、省政府，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
组，经现场勘查、调查走访、检验鉴定、固定证据
等工作，现查明案件事实如下：

5月22日，犯罪嫌疑人刘某因投资失败无法
接受，失去生活信心，遂产生报复社会心理。11
时40分许，刘某驾车沿唐山街行驶至五惠路路口

时，在等候绿灯指示后突然在7秒钟内将所驾车
辆车速从0时速加速至108公里/小时（该路段限
速60公里/小时）并冲闯红灯，以驾车冲撞路人的
极端方式实施犯罪，造成5死5伤。经检验鉴定，
排除犯罪嫌疑人刘某酒驾、毒驾、服用精神类药
物和精神病史嫌疑，其作案时头脑清楚、思路清
晰，选择作案地点、目标明确。目前，犯罪嫌疑人
刘某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公安
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辽沈晚报记者 李毅

2021年5月，59岁的沈阳男子孙荣春因“吊
颈健身”第三次见诸媒体。此前两年，他曾因自
创“吊颈健身器材”和“吊颈健身法”被报道而两
度受到网友关注。

5月21日，在百度搜索输入“孙荣春”，自动
提示关键词中出现了“孙荣春牵引”，经搜索共
产生 37 个结果，均为国内新闻媒体报道，其中
不乏网友质疑以及医生否定。

今年不同往年的是，他手中多了个“实用新
型专利证书”。他说这种健身器材经过数次改
进，目前已取得专利，不但国内有人坐飞机到沈
阳体验，器材还远销美国。

沈阳积水潭医院脊柱外科主任行勇刚表示，
“吊颈健身”是危险、不科学的，容易造成颈椎损
伤、颈部脊髓神经功能损伤，甚至可能导致瘫痪。

网友：沈阳大爷大妈胆太大了

5月中旬，一条沈阳大爷大妈“吊颈健身治
病”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大爷大妈把绳子

一端搭在树上，另一端挂住脖子，然后双脚离地
做出各种动作。

他们有的像荡秋千一样前后高高摆起，有
的悬空盘腿打坐，有的摆臂奔跑迈大步……相
同的一点，是他们全身的重量都由脖子来承担，
做动作时解放了双手双脚。

这段在沈阳铁西兴华公园拍摄的视频，气
氛颇为欢乐。对于大爷大妈们如此“豪横”的健
身方式，网友们纷纷评论，不少人表示“震惊”。

网友陈年陈皮321：脖子这么复杂敏感的
部位，居然敢这么吊着甩，就不怕出事？胆也太
大了吧？

网友潘大胖：看第一遍觉得很欢乐，从第二
遍开始觉得很惊悚，这么甩能行吗？脖子能承
受得了吗？

网友五月拂晓：大爷大妈们，你们这么玩，
儿女们知道吗？你们敢让儿女知道吗？

记者体验：颈部疼痛、呼吸不畅

5 月 21 日下午，辽沈晚报记者辗转见到了
“吊颈健身器材”的发明者孙荣春。他表示研究
这种健身器材已有多年时间，目前的“改良版”
已经取得专利证书。

证书显示，实用新型名称为“一种新型活动
颈椎牵引器”，专利权限期为 10 年。孙荣春表
示，此前两年“吊颈健身器材”被报道后遭质疑，

“今年不一样了，有专利证书了”。
在镜头前，他讲解了该器材的结构，随后进

行了使用演示。年近六旬的他，把颈部伸进绳
套后，很轻松就双脚腾空，接着双手双脚大开大

合做了几个动作，又在空中盘腿打坐。
“很结实，很安全。”演示完毕后，他继续介绍

着自己的专利，“国内有人坐飞机来体验，还有海
外华人找我买，都卖到美国去了。”

孙荣春在一旁指导，辽沈晚报记者体验了
一下该器材。将头伸入绳套后，卡在脖子处，脑
后还有一处卡紧，一前一后夹紧脖子，令人呼吸
不畅。记者缓慢抬起脚跟，未做到双脚离地，保
持约1分钟。离开器材后，略感颈部异样，次日
感觉颈椎有疼痛感。

市民围观：吊着真能健身吗？

5月21日下午5时，孙荣春像往常一样来到
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公园。多个“吊式健身器材”
挂在一棵从根部开始分叉的大树上，几名中年
男女交替体验。见此情景，逛公园的市民有不
少人掏出手机录下视频。一名女子把头从器材
套子中退出，表示一共来试过 4 次，每次做完

“吊式健身”睡觉香了，脖子也不难受了。
“主要拉抻颈椎胸椎腰椎，减轻椎间盘压

力，增加血液循环啊……”孙荣春向围观市民介
绍着器材。记者发现，现场体验者当中并无新
面孔，他们曾或多或少地出现在网络视频中。

一位女士把怀中的小孩交给母亲，掏出手
机拍下了众体验者“吊颈”的场面。“您敢体验
吗？”记者问。“感觉他们好像挺轻松，但我不敢，
我胆儿小。”她说。

一位老者驻足看了一阵子，又转身继续散
步。“他说能治颈椎病，能拉抻颈椎胸椎腰椎，这
么吊着真能健身吗？拉抻就能治好颈椎病吗？

看着挺悬……”老者说。

律师：实用新型不代表认可效果

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汉农表示，实
用新型专利是对已有产品的形状、构造等提出
的具有实用意义的改进方法。并不代表发证机
关对该产品的使用效果做出认可及保证，对于
声称具备治疗效果的器械，应在安全性及治疗
性上经过临床试验加以证明。

如此“吊颈”存风险
沈阳积水潭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北京积水

潭医院派驻专家行勇刚表示，在颈椎病治疗中，
尤其是神经根型颈椎治疗中可以进行牵引治
疗，“一般力量不大，多在5公斤左右，而且是慢
牵，有张有弛，每天20分钟到30分钟，一般一个
疗程 7 天到 14 天左右，而且要密切观察患者有
无不适感”。

他说，“比如有的骨折脱位的病人，为了复
位，我们可以将牵引加重，但是特别大重量的牵
引就要上颅骨牵引了，像这种吊脖子的肯定是
不合理的。做颅骨牵引治疗需要密切观察病人
情况，随时观察病人的全身情况，神经功能等各
方面，要不断拍片子，如果有过度牵引迹象就要
立即停下来”。

辽沈晚报记者 李毅

大连“5·22”轿车撞人逃逸案致5人遇难

犯罪嫌疑人投资失败报复社会

“吊颈健身”申请专利 医生：危险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 报
道 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5·20
世界计量日”暨“计量守健康惠民生”宣
传活动。同时全市各区、县（市）市场监
管部门、计量检定机构结合疫情防控、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国家安全发展示
范城市等中心工作同步开展主题活动
20余场。

同时，为了方便企业和个人查询，沈
阳市市场监管局在官网开辟了“计量服
务中小企业”专栏，开通“全国社会公用计
量标准查询”“国家计量授权查询”“计量
标准器具核准查询”等8个查询端口。

沈阳开设网上
计量服务专栏

孙荣春给他发明的活动颈椎牵引器申请了
实用新型专利。

孙荣春手里的活动颈椎牵引器几经改良才
有了现在的样子。

孙荣春（右一）把他发明的活动颈椎牵引器带到了公园，一些人也尝试体验。 本组图片由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