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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胶原酶盘外注射治疗腰推间盘突出症
附 ∃% ∀ 例疗效分析

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西安  ∀ ∀ ∋ ()

张 国民 王执 民 李文献 徐金 龙

摘要 未用胶原酶盘外注射治疗腰推 间盘 突出症 ∃#∋ 例
。

全部病例具有典型 的临床症状和体征
,

经 ∗ + 或

, − . 确诊并且 保宁治疗无效
。

对其 中 ∃% 。例进行 了 ∋ 月
、

# 月及 ∃ 月的随访
,

治愈率为 #∃ /
,

总有 效率为 ∃ /
,

无 效率为 ( /
。

闲述 了胶原酶盘外注射 的理论依据
,

胶 原酶能够溶解推 间盘突出物
,

而 对推管内其他组织无 明显毒

副作用
。

分析 了注射后疼痛反应 的机制
。

认为胶原酶溶解术的疗效与适应证 的选择
、

注射部位的准确 性及药物剂

量密切相 关
。

胶原酶盘外溶解术是一 种安全
、

简便和有效 的治疗腰推 间盘突出症 的方法
。

关键词 胶 原酶 推问盘溶解术 推间盘 突出 盘外

# 年
,

美 国神经外科 医生 01 0 0 2 3 ! 〔, 〕
在

离体椎间盘组织体外溶解试验和动物实验取得

成功的基础上
,

首次提出可用胶原酶行化学溶

解术 治疗 腰椎 间盘 突 出 症 &简 称 45. 6 )
。

71 0 02 3 !
等

〔∃〕又于 ( 年率先报告 了 ∃ 例

4 5 .6 患者盘内注射胶原酶的治疗结果
,

总有

效率为 (# /
。

此后
,

美国及西德等一大批学者

相继报告了他们的疗效
,

有效率在 #8 /一(∀ /

之间
。

我院从 % 年 ∃ ∃ 月一 # 年 月用

国产注射用胶原酶 &上海 医工院和鞍 山二药

厂)盘外注射共治疗 45. 6 患者 ∃ #∋ 例
,

疗效显

著
。

临床资料

∃ # ∋ 例 中
,

男 ∃ 例
,

女  例
9
年龄 ∃ ∀ 一

#8 岁
,

平均 %8 岁
9
病史为 月 : ∀ 年

,

平均

为  
;

8 月
。

全部患者均有明显的腰腿痛或坐骨

神经痛
,

一侧下肢感觉障碍或活动受限
,

直腿

抬高试验阳性者 ∃8 ∀ 例 &8 / )
。

腰椎间盘突出

部位和例数的关系见表
。

表 腰推间盘突出部位与例数的关系

5 %
、

< 5 00 , = ∋
、

% > 5 %
、

8 5 %
、

8 > 5 7 7 .

合计

例数

/

% 8 ( (

8 8
;

∀ ∋ ∋
;

#

∃ ∀ ∃ # ∋

 
;

# ∀ ∀

病例选择 适应证
<

&? ) 单侧腰腿痛
,

经

脊髓造影
、

∗+ 或 , − .证实为 45. 6
,

而且有明

显的神经根压迫症状
9 &∃) 符合外科手术指征

9

&∋) 经三个月正规保守治疗无效者
。

禁忌证
<

&) 4 5 .6 合并骨性椎管狭窄或侧隐窝狭窄
9

&∃) 马尾综合征
9 &∋) 椎间盘严重变性或出现

“

真空
”

征
9
椎间隙明显狭窄者

9 &% ) 严重的心

血管疾病
,

肝
、

肾功能不全及严重的慢性疾病

者
9 &8 ) 严重过敏体质

9 &# ) 孕妇及 % 岁以下

儿童
9 & ) 突出物已钙化或骨化者

9 &() 非椎

间盘源性的腰腿痛患者
。

治疗方法
;

机器设备 带有影像增 强 电视透视装

置的 ≅ 光机
。

∃
;

术前准备 行血
、

尿
、

便常规
,

出
、

凝

血时间
,

肝
、

肾功能检查
。

碘过敏试验
。

常规

拍腰椎正
、

侧位片
。

注射前 ∋∀ 分钟静脉推注

8 ∀ /葡萄糖 ΑΒ 2 ?加地塞米松 02 Χ
。

∋
;

注射方法 患者取患侧 朝下侧卧屈膝

位于 ≅ 线机手术台上
,

腰部两侧垫高
。

5 ∋
、

% 、

5
%

、

8

的进针点取相应椎间盘平面棘突患侧旁开 ( :

∃Δ 2 处
,

穿刺针与躯干矢状面成 8 ∀∀ 一 ∀
”

夹角

进入
。

5 7
7

.

椎间盘突出则取患侧骼后上棘上方

约 : ΑΔ 2
,

中线旁开 # 一0Δ 2 处为进针点
,

穿

刺针与躯干矢状面成 %8
“

: 8 8
。

夹角
,

同时针尾

向头侧倾斜 8∀ : ∃∀
“

角
,

刺入 5
7
7

.

椎间孔
。

常

规消毒
,

用 ∃ /利多卡因局麻后
,

将长 8Δ 2 的

# 号静脉留置针在透视下沿横 突间插入椎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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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

疼痛反应逐渐消失
。

由于椎间盘组织无

血供
,

胶原酶作用后的代射产物只能依靠渗透

或弥散作用慢慢吸收排除
,

所以胶原酶作用反

应时间较长
。

∋
;

胶原酶溶解术的疗效和相关因素分析

&) 疗效与适应证的选择密切相关
。

胶原酶

盘外注射适合于 多种突出类型 的 45. 6 患者
,

但对于突出和脱出者效果更佳
,

突出越大
、

症

状越重
,

效果越明显
。

旁侧型比中央型疗效好
。

突出物的形状呈丘状或乳头状者比扁平状或不

规则形状者疗效好
,

可能系胶原酶对突出物中

髓核占的成分较多者
,

更容易发挥溶解作用
。

无

效病例中有 # 例 &∀
;

∋ / ) 突出合并有轻度侧隐

窝狭窄
,

所以对椎间盘突出同时合并有神经根

管狭窄者应严格剔除
。

病史的长短和年龄对疗

效有一定的影 响
,

病史长年龄大者疗效稍差
9

&∃ ) 注射部位是否准确会影响疗效
。

我们所指

的盘外应是椎间盘突 出物 后方硬膜外腹侧 间

隙
。

在造影时应正侧位确认造影剂分布于椎管

的前方
,

而决不应该沿神经根引流至椎间孔外

面
,

那样胶原酶将不会作用到突出物
。

无效病

例中有 8 例通过回顾分析当时造影片发现造影

剂有部分引流到椎间孔外
。

由于硬膜外间隙是

上下相通的
,

注射后患者需保持患侧卧位 # 小

时或采取头高脚低体位引流以使胶原酶药液积

聚在突出物的周围
,

充分发挥药物的溶解作用
。

此外
,

我们在穿刺过程中应尽可能一针到位
,

避

免反复穿刺损伤神经根及周围组织
9 &∋) 胶原

酶的作用与剂量呈依赖性
。

一定量的酶液只能

溶解一定量的胶原组织
。

本组注射 ∃ 针的 ∃∀ 例

& 
;

# / )患者系因突出物大于 . Δ 2
,

在注射 针

后 ∃ 个月
,

突出物未能完全溶解消失而行二次

注射后取得满意效果
。

由于 目前我们每例均固

定用 ∃ ∀ ∀ 1
胶原酶

,

对巨大的突出物可能一次

药物剂量不够
。

那么是否可以一次再增 加剂量
,

我们将在今后探索
。

综上所述
,

通过本组盘外注射胶原酶治疗

45 .6 ∃% Ε 例的疗效分析
,

认为胶原酶盘外注射

治疗 45. 6 具有无创伤
,

无明显毒副作用
,

疗程

短
、

见效快
,

有效率高 & ∃ / ) 等优点
。

胶原

酶是一种能部分替代外科手术治疗 45. 6 的理

想药物
。

但是
,

由于这一新药 &国内 ) 用于临

床时间较短
,

许多问题尚不明确
,

例如对于游

离型椎间盘脱出盘外注射疗效如何 Φ 椎间盘突

出物溶解后组织如何修复 Φ 怎样进一步提高盘

外注射的准确性和安全性等问题
,

尚有待于我

们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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