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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未发现压迫的创伤性非一过性脊髓损伤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杭州 # �。。� %&

赵 凯 徐荣明
夸

张 剑

摘要 未发现压迫原因的非一过性脊髓损伤在脊髓创伤 中较为少见
。

作者 � � ∋ ( 年至

� � � ( 年间对 () # 例脊髓损伤 中 ) ) 例此类损伤作随访分析
,

对其诊断
、

治疗及可 能发生的

原因进行探讨
。

认为
∗
∃+& ,−. 能显示脊髓伤后的早期 变化

,

对预后及治疗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

∃)& 除 了过伸损伤
,

其它损伤机制也能导致此类损害
。

∃#& 脊髓血管损伤
、

出血
、

髓内

代谢产物沉积在这类损伤产生过程中占重要地位
。

∃( &非手术治疗与单纯推管减压术疗效

比较无意义
,

而借助手术显微镜的髓内外联合减压术对该类损伤的恢复有一定帮助
,

即使

完全性脊髓损伤 亦不 能轻易放弃积极治疗
、

关键词 脊髓损伤 无压迫 核磁共振 髓内外减压 代谢产物

创伤性脊髓损伤多由脊柱骨折移位或骨折 状 ∃其中完全性脊髓损伤 ( 例 &
,

经过脊髓正
、

块及软组织压迫所致
,

而未发现压迫原 因的脊 侧
、

斜位 / 线摄片及颈椎张 口 位或 动力性摄

髓损伤
,

除脊髓震荡所致一过性脊髓休克外
,

有 片
、

排除脊柱存在骨折及脱位后
,

通过以下方式

部分病人脊髓损伤持续存在
。

本文对 � � ∋ ( 年至 进一步检查
∗

颈侧人路或枕骨大孔入路椎管造

� � � ( 年收治的 ( ) # 例创伤性脊髓损伤中 )) 例 影 ) 例
,

0 1 , 检查 # 例
,

, − . 检查 � 例
。

此种病例试作探讨
。

造影及 0 1 , 检查发现 � 例脊髓 内有空洞

临床资料 存在
,

( 例阴性
2 ,−. 发现

∗
∃ �& 伤后 ) 周 内 1 +

本组 ) ) 例
,

男 � % 例
,

女 % 例
。

年龄 # )一 %  加权低信号 # 例
,

1
∗

加权高信号 ) 例
2 ∃) &伤后

岁
,

平均 ( #
3

%  岁 ∃标准差 4
3

% ∋&
,

高于同期有 ) 一 % 月发现信号改变
,

髓内出现液化区域或空

压迫的脊髓损伤组 ∃5 检验 6 7 。
3

∀ !&
。

洞 % 例
2 ∃# &检查阴性 % 例

。

�∀ 年间收治创伤性脊髓损伤 ( )# 例
,

除外 治疗方法

存在骨折或脱位
、

骨或软组织压迫者
,

其 中未发 �
3

非手术治疗
∗

本组 �# 例
,

一般在伤后给

现明显压迫的脊髓损伤 (! 例
2
筛除早期病例 中 颈托或领枕带屈曲位轻重量 的维持牵引 ) 一 #

未作椎管造 影
、

01 或核磁共振而不能排 除软 周
,

同时辅以药物增加神经营养
。

少数症状较重

组织压迫存在
,

以 及资料不完整 的 �) 个病 例
,

者早期给予糖皮质激素
。

去除确诊脊髓震荡致一过性脊髓损伤病例 4 )
3

椎管减压术
∗ ! 例有较剧烈外伤史患者

,

个
。

本组未发现压迫的非一过性脊髓损伤共 )) 在 ) 周 以上 ∃) 月以上 # 例 &非手术治疗后
,

脊

例
,

占同期脊髓外伤性损伤 !
3

) 8
。

髓损伤症状无 明显改善或有加重趋向
,

在下胸

脊髓损伤平 面 0卜
2 # 例

,

0
9 一 ∋

�! 例
,

1 ( � 段作全椎板切 除
,

在颈椎作中野式单开 门手

例
,

1 ∋ � 例
,

1 �) ) 例
。

屈 曲性损伤 ( 例
,

伸展性损 术川椎管扩大
。

伤 � ) 例
,

颈部
“

挥鞭
”

损伤 ) 例
,

侧方受挫或跌 #
3

脊髓内外联合减压术
∗
1

(
� 例

、

1: + 例
、

倒 # 例
,

头颈突然主动旋转 � 例
。

0
9 一 % ) 例

,

在 ) 周 内 ∃) 例 &
、

) 一 # 月 间 ∃) 例 &行

外伤后出现感觉
、

运动
、

反射等脊髓损伤症 该手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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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方式
∗
∃�& 髓外减压

∗

全麻或局麻
,

后正

中人路
,

颈段相当于单开门术掀起椎板
·

胸段作

该节段全椎板切除
,

必要时可上下适 当扩大延

长
。

显露硬膜
。

∃)& 髓内减压
∗

于手术显微镜 下

以新保险刀片切开硬膜
、

蛛网膜
、

软脊膜及脊髓

后正中沟处脊髓
,

达中央管
,

清除髓内液化物和

代谢产物
。

冰生理盐水冲洗该区域
。

在胸腰连

接部注意勿损伤腰膨大动脉
,

使该处供血更加

薄弱
。

∃#& 硬膜缝合后
,

在颈部 以 ; 号不吸收缝

线将该棘突与对侧肌 肉及关节囊组织缝合
,

使

椎板略牵开
。

胸腰椎则作取大块骼骨的
“ < ”

植

骨术
。

结 果

本组 随访时间 � 月一 �∀ 年
,

平均 (
3

# # 月

非手术治疗组有 � 例合并糖尿病患者伤后第 #

周因并发应激性溃疡
,

出血性休克而死亡
。

手术

组无死亡发生
。

按 照 美 国 脊髓 损 伤 学 会 ∃= 9. = & 根 据

>? ≅4 ΑΒ +分类改进 的脊髓功能损害分级团
,

本组

治疗前后神经功能恢复情况在各种治疗方式 中

有区别 ∃见表 �
、

表 ) &

表 � 治疗前神经 功能 分级

功 能 分 级 ∃例数 &

治疗方式

——
Χ Χ Χ

Χ

一一一一一一
= .玉 ∃

‘

Δ & >

非手术治疗 � � 二 %

单纯椎管减压 � 艺 Δ �

脊髓 内外联合减压 ) � Δ

表 ) 治疗后神经功能分级

功 能 分 级 ∃例数 &

治疗方式

—
一一

= Ε ∃
、

.& Φ 死了

非手术治疗 � ) ∋ � �

单纯椎管减压 � � 三 +

脊髓 内外联合减压 � � � �

非手术治疗组 治疗有效率为 #∋
3

( % 8
,

单

纯椎管减压组 (∀ 8
。

经 / Γ

检验
,

两者无显著差

异 ∃/
Γ
Η )

3

! ∋
,

6 Ι ∀
3

� 2
按

≅ Γ
一 ∀

3

∀ ∀ ! 水准
,

不拒

绝无效设计 <
。
&

。

而脊髓内外联合减压组 与单

纯椎管联合减 压组 效率 比较 显 著要 高 〔6 7

∀
3

∀ � &
。

在随访中发现
,

非手术治疗组及单纯椎管

减压术后病例 中
,

各有 ) 例及 � 例约 # 月后症

状仍有进展
2

而脊髓联合减压术组无此现象
。

讨 论

�
3

脊髓损伤原 因探讨
∗

临床常见 的创伤性

脊髓损伤大部分可发现脊髓受到移位骨或软组

织的压迫
。

颈部有时
“

挥鞭
”

损伤可致椎间关节

脱位又 自行复位
,

使现有检查手段难以发现脱

位存在
。

但本组仅 ) 例系挥鞭损伤
口

其余病例

的发生我们认为可能与下列情况有关
。

∃�& 脊髓

受到震荡冲击
,

早期产生功能性离断
,

由于脊髓

内出血或代谢产物堆积不能尽早消除
,

使脊髓

功能不能完全恢复 ∃)& 脊髓的节段性血供在

胸
(

以及腰
+

节段甚 为薄弱
,

这些区域 的血管损

伤易致脊髓坏死
2
本组 ( 例完全性脊髓损伤 中

有 # 例发生在这些节段附近
,

说明在此类损伤

中脊髓血供的损害 占有重要地位
。

∃#& 颈椎病实

验模型证实
,

髓核等后 突时矢状径及增生骨赘

意义重大川
,

本组高发于壮年以后
,

大多存在骨

质增生
,

使脊髓尤其在颈段易受突出的髓核及

皱褶的黄韧带压迫导致受挫
,

这些压迫在外力

过后又重新回复
,

使常规检验不能发现 ∃( &外

伤机制的影 响
,

以往常将无骨性损伤的颈部损

伤分成过伸一过屈联合损伤及过伸损伤两类
,

认为颈髓损伤大多 由颈部过伸所致川 但本组

有 ∋ 例 ∃#%
·

#% 8 &无此型损伤
2 而且除颈椎外

,

有 ( 例在其它脊髓段 发生 实验模型也发现即

使在颈椎
,

前屈状态时椎 间隙压力升高
,

髓核易

向后位 移
,

该处 脊髓前 方 的压应 力较 仰伸位
不扮 ∗ 之 」

+不习

因此我们认为
∗

这类非一过性的脊髓损伤
,

大部分是由于脊髓或脊髓血管受到一过性的挫

伤 ∃震荡或压迫 &
,

产生物理及化学的变化所致
。

除 了可能存在的椎体滑移后 回复
,

椎间盘等软

组织在这类损伤中起了重要作用
。

各种不 同的

外伤机制均可导致这类损伤
。

除过伸损伤外
,

其

它类型的损伤亦应重视
。

)
3

, −. 在诊断 中的价值
∗

以往脊住及脊髓

损伤辅助检查仅依靠 / 线平 片
、

椎管造影
。

而

无持续压迫的脊髓损伤由于在这些检查中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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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表现
,

一般均将此类损伤归 于脊髓震荡
,

使治

疗趋于消极
。

0 1 及 01 , 亦少有确切 诊断 ∃本

组 � ϑ ! &
。

本组资料说明 , −. 使这类损伤的 早

期变化即可得到显示
,

而且 早期 即有脊髓信号

改变者预后较 无改变者差
2
脊髓 内空洞或液化

灶出现揭示预后不 良
,

一般均遗有部分或完全

的脊髓不可逆性损伤
。

, − . 对预后及治疗均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

#
3

治疗方式 的选择及探讨
∗

对本组病例进

行随访分析
,

单纯椎管减压术与非手术治疗疗

效无显著差异
。

朱庆三等困对 �� 例外伤 # 至 %

月后 , − .发现脊髓空洞形成的颈髓损伤病 人

进行彻底 的前路手术
,

神经功能较 术前均 未恢

复
。

目前一般认为单纯椎管减压术无明显效果
。

考虑这类损伤早期大部分仅有脊髓水肿
、

及髓内血管损伤后 出血灶 的压迫
、

血液及代谢

产物不能尽早消除
,

使功能性离 断转 为永久性

损伤
。

因此这类损伤希望得到恢复或部分恢复

的关键之一
,

就是要抑制伤后脊髓灰质 内 自由

基堆积
、

阻 断脂质 过 氧 化
、

制 止脊髓的 再 损

伤困
。

因此
,

近年来对这类病例借助手术显微镜

作脊髓内外联合减压术
,

以期 尽力消除髓内沉

积的代谢产物及血肿
,

收到一些效果 ( 例接受

该手术的患者
,

术后神经功能均 未继续恶化
,

大

部分有不同度的恢复
。

但病例数尚少
,

需进一步

观察
。

值得注意的是
,

其中有 � 例胸
(

平面完全
Κ

性脊髓损伤的截瘫患者
,

伤后 ) 月内无好转迹

象
,

术中见脊髓中央偏前髓内空洞形成
,

附近部

分脊髓马尾状碎裂
,

空洞 内有暗黄色积液
。

经该

手术后第 # 天起感觉平面下移
,

单侧胸腹及下

肢开始出汗
,

约 ) 月后躯体及双下肢触痛觉及

定位觉大部分恢复
,

肛门及括约肌反射重新 出

现
。

因此这类损伤即使出现完全性瘫痪也不应

完全放弃积极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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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针灸进修学校常年招生

我校是一所专为基层培养高水平实用 人才的中医 药学校
3

具有办学经验丰富
、

师资力量雄厚 ∃集国内知名专家

教授 &
、

教材独特 ∃为我校自编 &
、

教学质量
一
流

、

教学内容实用 ∃均为各专家临床经验 &
、

教学生动直观 ∃面授
、

现场表

演特技
、

手法
、

课后答疑 及电教配合 &
、

学费低廉及服务周到等特点 为使学员学到更多的知识技术
,

故学时安排紧

凑
,

学习期间无休息 日 如此办学多年学 员源源 不断并受到好评
。

� � �  年我校将继续举办
“

全国高级针灸进修班
” 、 “

全 国高级推拿进修班
” 3

安排如下
∗

# 月 �  日一 # 月 #� 日 全国高级针灸进修班 ∋ 月 )  日一 � 月 �∀ 日 全国高级针灸进修班

( 月 # 日一 ( 月 �  日 全国高级推拿进修班 � 月 � # 日一 � 月 )  日 全国高级推拿进修班

! 月 ! 日一 ! 月 , 日 全国高级针灸进修班 � 。 月 % 日一 � 。月 )∀ 日 全国高级针灸进修班

! 月 ) ) 日一 % 月 ! 日 全 国高级推拿进修班 � ∀ 月 ) # 日一 � � 月 % 日 全国高级推拿进修班

% 月 ∋ 日 一 % 月 ! 日 全 国高级针灸进修班 �� 月 � 日 一 �� 月 )# 日 全国高级针灸进修班

学杂费洲。元 凡针灸
、

推拿医务工作者及具有一 定基础爱好者均可报名 学习结束颁发中英文对照
、

钢印结

业证书
。

有关 办学详细 内容可 见招 生简章
3

备索 来信请寄北京东直 门内北新仓 �∋ 号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

∃邮编 � ∀∃&  Ο ∀& 裴玉珍
、

王辉收
。

广告刊 出
,

按时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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