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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颈推外伤所致脊髓一过性挫伤手术与

∀卜手术疗效评价
中国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学院 #沈阳 市 � � ! ! ! ∃%

傅 勤 杜世新 张云吱 王海义

摘要 颈推外伤所致眷髓一过性挫伤
,

因推管内无明 显压迫
,

手米适应征不十分明

确
。

本文报告 � 例
,

其中 ∃ 例手米
,

& 例非手米治 疗
。

经 & ∋ () 个月随访
,

采用 ∗ +, − ./ 0

分级
,

结果显示
,

保守治疗者 中半数 夺髓功能基本恢复正常
1 而 手术者手功能恢 复较好

。

作者意见
,

脊髓一过性挂伤均可试用非手米治疗 � ∋ ( 周
,

如神经功能恢复不 佳
,

应及时

改用手术治疗
,

以利于改善手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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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骨折脱位的脊髓损伤多见于颈椎过伸性 均显于 � ∋ ( 个节段脊髓轻度高信号影
1
伤后时

损伤
,

其中脊髓无明显压迫的一过性挫伤
,

尽 间超过 () 小时 5 例均显示 6 ,

加权轻微低信

管脊髓损伤有时很重
,

但手术适应症并不很明 号
,

6 7

加权为高信号
,

范围在 � ∋ ( 个节段
,

无

确
,

学术上存在一些争议
。

我科从 � � 8 � ∋ � � � 5 � 例脊髓横断信号川
。

2 3 4脊髓异常信号多在

年收治无骨折脱位的脊髓一过性挫伤 � 例
。

通 椎间隙水平
1
损伤节段在 9

∃一 5 & 例
,

提示颈椎中

过随访
,

疗效评价
,

对其发病机制及治疗方法 上段损伤最多见
1 另外

,

)! 岁以上患者中 ∃ 例

进行探讨
。

伴 /一 ∃ 个椎间盘轻度膨出
,

但对脊髓未构成明

临床资料 显压迫
。

�
:

一般资料
; � 例全部为男性

,

年龄 (8 一 治疗方法

)8 岁
1 ) ! 岁以上 & 例

1
伤后至就诊时间 & 小时 本组病例

,

因影像学未反映出脊髓明显受

∋ �! 天
。

压征象
,

故早期均采用保守治疗
。

∗+ ,− ./ 0 < 类

(
:

脊髓损伤程度判定
;

根据 ∗+ ,− ./ 0
神经 � 例 = 类 ( 例经保守治疗两周

,

神经功能恢复

功能分类系统判定
,

本组 四肢完全性瘫痪 #< 不明显
,

而且 > 线反映有发育性椎管狭窄征

类 % ( 例
1 没有随意运动

,

仅有感觉功能 #= 象
,

而改为手术治疗
。

其中 ( 例经前路
,

另 � 例

类 % ) 例
1 非功能性运动存在 #9 类 % ( 例

1 局 经后路脊髓减压
。

保守治疗主要为
;

受伤 8 小

限性功能性运动存在 #? 类 % � 例
1 无 � 例属于 时内 � 例给予甲基强的松龙 ∃! ≅ Α Β. Α

,

一次冲

神经功能基本正常者 #Χ 类 %
。

临床特点
;

不全 击量静脉给药
1
所有病例均采用脊髓脱水疗法

;

瘫者
,

上肢症状重于下肢
,

& 例有感觉分离现象 (! Δ甘露醇 (5 Ε ≅ /Β Φ ΓΗ Β静滴
,

地塞米松 ) Ι≅ Α Β

#触觉
、

深感觉障碍
,

痛
、

温觉正常 %
。

=ϑ ΚΒ 静滴
,

维持 ∃ 一 5 天 1
颈椎持续牵引 #Λ/ ϑΓΓ Ε−

∃
:

影像学检查
;

颈椎侧位 > 线片显示
,

& 氏带 % 或颈围领固定
。

治疗中切勿使颈椎仰伸

例 )! 岁以上者有不同程度颈椎退变
,

其中 ( 例 位
,

以免加重脊髓损伤
。

伴单个椎间隙轻度变窄
1
喉室后软组织阴影增 结果

宽 #Μ �∃ ≅ ≅ % � 例
1
经侧位 > 线片测量

,

伴发 随访时间 &一 () 个月
,

脊髓功能均有不同

育性椎管狭窄 5 例
。

234 检查所见
,

伤后 () 小 程度改善
,

结果见表
。

时内 ) 例在 6
,

加权脊髓无明显改变
,

6
;

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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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临床资料和疗效评价

年龄
外伤时间

#Η 或 Κ %
非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

随 访 结 果

时间 #月 % ∗+, − ./0 分类 改善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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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疗效评价有以下特点
;

#/% 治疗愈早
,

疗效愈好
,

本组伤后 () 小时内治疗者均取得较

好疗效
1 #( % 年龄大者

,

恢复较差
1 #∃ % 非手

术疗法有较好疗效
,

& 例中有 ∃ 例神经功能基

本恢复正常
1 #)% 手术者 ∃ 例中 ( 例在术后 � 周

左右手指动作开始恢复
,

� 年随访
,

手指精细动

作恢复较好
。

讨 论

�
:

脊髓一过性挫伤机制
;

对于脊髓过伸性

损伤
,

传统观点认为是一过性损伤
。

目前观点
,

至少一部分病例属于这种机制
。

在突然性过伸

暴力作用下
,

颈间盘破裂并伴有一部分韧带
、

尤

其是前纵韧带损伤或断裂
,

造成颈椎间不稳定
,

因椎间小关节呈水平面
,

过伸位暴力切应力较

大
,

很容易造成椎间小的水平滑移
,

在此情况

下
,

如该伤者伴有颈椎管狭窄
,

储备间隙小
,

则

容易使脊髓嵌夹于突然前凸
、

内陷的黄韧带与

前方的骨性管壁中
,

对脊髓产生对冲性压力
,

引

起脊髓中央管周围的充血
、

水肿或出血等损伤
。

本组病例
,

仅 � 例有典型过伸性外伤病史
,

其

余诸例则不易确认
,

但有间接证据支持与过伸

性损伤有关
。

如 � 例 > 线片显示椎前软组织阴

影增宽
1
多例伤者面部有较严重擦皮伤

1 5 例伴

发育性椎管狭窄
,

( 例伴不 同程度颈椎退变
,

2 3 4显示多间盘退变性轻度膨出
。

另外
,

2 3 4

显示脊髓损伤信号在椎间隙水平最 明显
,

这些

都符合过伸性损伤机制
。

斯永乐
〔(〕强调颈椎不

稳对致病的作用
,

我们持相同观点
,

本组资料

有颈椎退变等颈椎不稳的间接征象
,

但由于未

进行动态 > 线检查 #实际情况多不允许检查 %
,

无法评价
。

(
:

治疗问题
;

对于由过伸性颈椎外伤所致

的无明显脊髓压迫的脊髓损伤
,

应采取何种治

疗方法
,

目前认识不统一
,

持积极手术观点的

占多数
〔∃

·

‘〕 ,

其目的在于保护未伤害的脊髓
,

防

止进一步损害
,

使其最大限度地恢复功能
,

尤

其促进手的精细功能的恢复
,

本组手术者 ( 例

显示出其优点
。

另外
,

手术可稳定脊柱
,

防止

损伤脊髓发展成慢性脊髓病
。

也有人认为此类

型因无骨折脱位
、

间盘突出等外压性因素存在
,

手术减压 目的不明确
。

路磊等川报告一组不全

瘫病例经保守治疗
,

获得较好的功能恢复
。

本

组资料中不全瘫 5 例经保守治疗
,

有 ∃ 例脊髓

功能恢复到 ∗+ ,− ./ 0 Χ 类
。

非手术疗法包括牵

引
、

颈围领外固定
、

脱水剂和激素治疗等
。

如

受伤时间在 8 小时以 内
,

可考虑应用大剂量甲

基强的松龙 #∃! ≅ Α Β . Α %
,

目的在于迅速减轻伤

后神经细胞的变性
,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脊

髓血流
、

阻止与脂质过氧化反应相关的变化过

程 〔“ 。

本组 � 例伤后  小时应 用此疗法
,

从

∗+, − . /0 < 类提高到 Ρ 类
,

疗效 良好
。

手术与非手术两组病人因例数少
,

对 比性

不强
,

但有一点比较明确
,

这种脊髓损伤类型

不能限定于某一种治疗方法
,

要视具体情况而

定
。

我们的治疗体会如下
;

#�% 2 3 4示脊髓小

范围水肿或出血
,

椎管内无明显压迫因素
,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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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试用保守治疗
。

在治疗中
,

根据脊髓功能恢

复快慢
,

而决定是否改用手术治疗
。

如恢复缓

慢
,

� ∋ ( 周内手功能无明显恢复迹象
,

应改用

手术方法
,

及时减轻脊髓水肿或出血对脊髓的

进一步损害
1 #(% 不全瘫病人非手术治疗疗效

可靠
,

多不需要手术
1 #∃ % 四肢全瘫

、

2 3 4示

脊髓损伤范围较大
、

脊髓增粗
,

伴颈椎明显退

变
、

椎管狭窄者
,

应积极早期手术
1 #)% 年龄

较大者
,

多伴有颈椎退变
、

颈椎不稳等因素
,

应

早期手术
,

防止慢性脊髓病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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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月骨误诊误治 ∃ 例

浙江省诸暨市赵家镇卫生院 #∃ � �8 �� % 何汉光 何凌云 何凌霞

本院从 � � � ( 年 �! 月至 � � � 5 年 � 月诊治腕月骨脱 胀痛不减
,

在另一医院再作连石膏托患腕 > 线摄片复

位误诊误治病人 ∃ 例
,

为吸取教训
,

现介绍如下
。

查
,

诊断同前
。

至第 )∃ 天
,

中指发麻
,

来我院门诊求

例 �
:

赵 ∴
,

男 ∃5 岁
,

农民
。

( 天前骑自行车跌仆
,

治
。

经 > 线摄片检查
,

片示左腕月骨向掌侧脱位
、

挠骨

左掌先触地
,

伤后腕部剧痛
,

于第 ∃ 天来本院门诊
。

当 茎突骨折
。

拆除固定后
,

患腕僵硬
,

掌侧面肿胀
,

握拳

时患腕肿胀
,

挠骨末端压痛明显
,

腕关节被动活动时剧 困难
,

指掌屈 曲时可见第三掌骨头塌陷
,

纵向叩痛阳

痛
,

怀疑腕部骨折
,

> 线片示挠骨茎突骨折
,

位线良好
,

性
。

在臂麻下手法复位失败而作月骨切开复位术
。

余无殊
。

即作常规石膏托固定
。

(5 天后来院复诊
,

诉中 误诊原因分析与体会

指发麻
,

感觉不灵
。

拆除石膏托
,

腕关节仍肿胀
,

掌侧 ∃ 例月骨脱位都有明显外伤史和典型的临床表现

面饱满压痛
,

屈曲掌指关节见第三掌骨头明显塌陷
,

纵 而被误诊
。

主要原因是
;

� 门诊医生对临床工作粗心大

向叩痛阳性
,

重温原 � 线片
,

发现左腕月骨向掌侧面脱 意
,

对月骨脱位的诊断警惕性不高  ! 未作腕部 � 线摄

位
,

左挠骨茎突及背侧面有撕裂性骨折
。

在臂麻下作手 片会诊
,

或单凭放射科报告意见作依据
。

不从受伤机

法复位失败而改作月骨切除术
。

制
、

临床表现
、

腕部 � 线片示诸组成骨解剖关系来作综

例 ∀
#

薄 � ,

男 ∃% 岁
,

农民
。

劳动时滑向下坡
,

左 合分析
 & 对腕部解剖生疏

,

缺乏临床经验
。

正常月骨

掌先触地
,

当时左腕剧痛
,

握拳困难
,

掌侧面有大片皮 的腕关节前后位 � 线片上显示为四方形
,

脱位后常变

肤挫擦伤
,

出血污染
。

在当地医院清创包扎
、

抗菌消炎 成三角形
。

侧位片示为挠骨
、

月骨
、

头骨三个凹形关节

∀周
,

皮肤愈合而肿胀不退
,

掌
、

指
、

腕诸关节伸屈不 面呈三个
“

∋’
,

字状
,

并在一个轴线上
,

脱位以后
,

三

利
,

中指发麻
,

误以为伤筋未恢复
,

直 ()∗ 第 +, 天
,

因 个
“

∋ ”
字状被破坏

,

月骨不在一个轴线上
,

月骨的凹

症状不见好转来本院求医
。

患腕肿胀饱满
,

屈曲指掌关
、

形关节面与头骨分离而转向掌侧面
。

这些改变
,

对诊断

节时
,

见第三掌骨头明显塌陷
,

伴有纵向叩击痛
,

患腕 月骨脱位具有重要意义
。

� 线片示月骨向掌侧脱位
,

即在臂麻下徒手复位成功
。

本院自首例月骨脱位误诊后
,

吸取了教训
,

加强了

例 ∃
#

周 � ,

男 ∃∃ 岁
,

农民
。

−∃ 天前从拖拉机上跌 对腕部损伤的发病机制
、

诊疗技巧的研讨
。

所以二例外

下
,

二手掌先触地
,

伤后二腕疼痛
,

不能握物
,

在当地 院转来的月骨脱位误诊病人即能得到正确的诊断
、

治

医院求医
,

经腕部 . 线片诊断为左挠骨茎突骨折
,

给石 疗
。

膏托腕部固定
,

嘱二个月后拆除石膏托
。

巧 天后患者因 /收稿
0 +, ,1 一 +∀ 一 2  

修回 +, ,3 一 4% 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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