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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路减压内固定术治疗胸腰推骨折合并截瘫

深圳市红十字会医院 ∃% & ∀ ∋ (

都 宏 农绍友 向香成 余 铮

摘要 本文报告 了 ) 年 月 ∗ # 年 + 月间采用侧前方 减压
,

,−! ./
−
内固定术 治疗胸腆推骨折合 并奋髓

或马尾神经损伤 ∋ 例
,

除 ∋ 例 0 级无 变化外
,

余病例均有 ∗ ) 级的改善
。

认为前路手米在直视下清除致压物
,

减

压物底
,

不破坏后柱的完整性
。

对于双推体爆裂性骨折合并不全截瘫
,

采用前路减压
,

,−! ./
−
内固定术亦可 获得

良好的治疗效果
。

关链词 前路减压 骨折 截瘫 内 固定术

我院于 ) 年 月一 # 年 月采用侧前方减 在上位椎体下终板与下位椎体上终板分别凿一浅槽
,

压
,

, −! ./
−
内固定治疗胸腰椎骨折合并脊髓或马尾神 植入相应高度之骼骨块

,

其前方可放置适量松质骨
。

然

经损伤 ∋ 例
,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后安装两根螺棒及其螺帽
,

前棒适当撑开
,

后棒适当压

+有床资料
1

一般资料
2

本组 ∋ 例中男 & 例
,

女 ) 例 3 年龄

∗ 4 岁 3 全部为腰椎暴裂性骨折 3 单椎体骨折 例

∃5 + +6 例
,

5 ∋ # 例
,

5 ) ) 例(
,

双椎体骨折 ∋ 例 ∃5 + 、

5 4

5 7 、

5 2

骨折各一例( 3 受伤原因
2

高处坠落 4 例
,

交

通事故伤 4 例
,

重物压伤 ) 例 , 入院时脊髓损伤程度按

8 9− ! : . +级分类为
2 0 级 ∋ 例

,

; 级 % 例
,

< 级 & 例
,

=

级 # 例
。

∋
1

> 线及 < ? 检查所见
2

本组病例入院时全部行 >

线及 <? 检查
。

术前均存在有不同程度的后 凸畸形
,

< 6 ≅ ≅ 氏后凸角为 #
∀

∗ ∋ 4
∀ ,

平均为 4
∀ 。

椎体前缘压缩

程度为 ∋ Α ∗ # Α
,

平均 4
1

# Α
,

椎体后缘压缩为 。∗

∋∀ Α
,

平均 ∋ Α
。

骨碎片突入椎管致其前后径缩小为

)) Α ∗ & ∀ Α
,

平均为 %∋ Α
。

) 例合并有脱位
,

4 例合并

有横突骨折
,

∋ 例合并有椎板
、

椎弓根骨折
,

均移位较

轻
。

)
1

手术时间
2

为伤后 ) 小时∗ ∋∀ 天
,

其中 ! 例于

伤后 & 小时内手术
,

余延迟手术原因绝大部分为合并

其它部位严重损伤先行抢救治疗或外院转入
。

手术方法

采用全麻或硬膜外麻醉
。

病人右侧卧位
,

取左侧肾

切 口
,

按解剖层次逐层切开
,

必要时可切除左侧第十二

肋
,

以利术野显露
。

结扎伤椎及上
、

下各一个椎体之椎

横动脉
,

切除伤椎上下间盘
,

用咬骨钳
、

骨刀
、

刮匙等

将伤椎后方及突向椎管之骨碎片完全清除以达到椎管

彻底减压
。

在伤椎上下椎体上安装椎体钢板
,

通过钢板

孔在椎体上钻孔
,

方向与椎体上下终板平行
,

各旋入两

枚长度合适之椎体螺钉
,

钉尖刚穿出对侧骨皮质
。

然后

用椎体撑开钳置于减压间隙之间撑开
,

矫正后凸畸形
。

缩
,

使植骨块紧密嵌压
。

分层缝合切 口
,

常规 留置引流

管
,

术后酌情抗感染
,

输血输液等
。

治疗结果

手术切口均一期愈合
,

无大血管
、

脊髓或神经根损

伤
。

% 例术中出现胸膜损伤
,

均予缝合
。

∋ 例术后出现

尿路感染 ∃留置导尿管 (
,

例出现褥疮
,

经治疗后均康

复
。

术后复查 > 光片
,

后凸畸形大部分得到矫正
,

后凸

< 6 ≅ ≅ 氏角为 。∗ &6
,

平均 )
1

%∀
,

椎体前后缘压缩及 ) 例

脱位均基本得到纠正
。

随访 ” 例
,

随访时间为术后 ∀

∗ ∋# 个月
,

平均 & 个月
,

;
、

< 级各失访一例
。

神经功

能恢复情况见表
,

其中 Β 级 ∋ 例中有 & 例已恢复正

常生活
。

表 例治疗前后恢复情况

术前

例数

术后恢复情况

0 ;
‘

< = Β

0 ∋ ∋

‘
任 ‘;<

= # #

讨 论

对于腰椎爆裂性骨折合并脊髓或马尾神经损伤的

病人
,

手术治疗的目的是整复骨折脱位
,

恢复椎管正常

内径
、

解除对脊髓或马尾神经的压迫
、

重建脊柱的稳定

性
。

由于胸腰椎爆裂性骨折主要波及脊柱的前柱及中

柱
,

脊髓或马尾受压的原因大多是由于骨折块或间盘

碎片向后突入椎管而引起的
。

采用前路手术在直视下

清除致压物
,

减压彻底
、

可靠
,

且不破坏后柱的完整
,

所以前路手术减压较为合理
。

又 由于脊柱各节段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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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心位于椎体中部
,

, −! ./
−

内固定器正好固定运动

节段的负重部分
,

承截能力较好
,

固定牢靠
,

螺纹棒间

横向连接器在抗旋转及屈伸不稳定性方面有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
〔〕,

因而符合脊柱的生物力学原则
。

不少文献

报道采用前路减压治疗胸腰椎爆裂性骨折合并不完全

性截瘫
,

神经功能均有一级以上的改善
〔“

,
), 。

本组病例

< 6 ≅ ≅ 氏后凸角由术前平均 4
。

降至术后 )
1

%∀
,

椎体压

缩及脱位均基本纠正
,

神经功能除 ∋ 例 0 级外
,

均有

一 ) 级的改善
,

说明应用 , −! ./
−

内固定器可获得 良好

的畸形矫正及骨愈合
,

为截瘫的恢复创造了有利的条

件
。

本组急症手术的病例
,

术前均给予激素及脱水剂

治疗
,

以改善损伤后脊髓血液和微循环灌注
,

降低脊髓

组织水肿
,

提高神经细胞对损伤的耐受能力
,

从而有利

于术后神经功能的恢复
。

一般给予甲基强的松龙 ∋∀ 一

) 6 Χ Δ Ε: Δ
,

一次性静脉滴入
,

术后可再用 一 ∋ 天
。

前

路手术损伤大
,

术中出血较多
。

本组病例术中出血为

# ∀ ∀一 & ∀ ∀ Χ +
,

平均 & 6Χ +
。

为防止大量失血
,

术中应

仔细结扎伤椎及其上下椎的节段血管
,

尽量缩短切除

伤椎后半部的手术时间
。

另外
,

为防止腹膜后大血管及

脊髓或神经根的损伤
,

术中应清楚显露椎体前后缘及

椎弓根
,

小心
、

仔细地清除伤椎后半部和突入椎管的骨

碎片
、

间盘组织
、

后纵韧带等
。

椎体螺钉应长短适宜
,

由椎体侧方横穿椎体中心
,

与椎体上
、

下终板平行
,

后

侧钉还可前倾 ∀
“

一 %∀
。

由于切 口渗血较多
,

术中常规

留置引流管
,

以 防术后切 口 内积血
,

减少切 口感染的机

会
。

对于损伤超过两周以上的陈旧性脊柱骨折并脊髓

损伤
,

如表现为不全性截瘫
,

说明脊髓损伤较轻
,

未完

全坏死退变
,

此时仍适于行前路减压手术
。

本组有 ) 例

伤后 % ∗ ∋∀ 天始行手术治疗
,

术后神经功能均有一级

以上改善
。

但对于完全截瘫的病人
,

虽有前方压迫
,

减

压后亦无效果
,

我们主张行较为简单的后路手术为宜
。

本组有 ∋ 例双椎体骨折
,

一例为 5 + 、

5 ‘
一例为 5 7 、

5 2

骨折
,

术前 89Φ ! :. +分级分别为 < 级和 = 级
。

∋ 例

< ? 检查双椎体骨折均有碎骨块突入椎管
,

手术时均行

二个平面的减压
、

植骨
,

前者行双 , −! ./
−
固定

,

后者

行加长 , −! ./
−
固定 ∃加长螺纹杆 (

,

术后神经功能恢复

均达到 Β 级
。

因此
,

我们认为对多椎体爆裂性骨折采用

前路减压
、

, −! ./
−

内固定术亦可获得 良好的治疗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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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牵引法治疗胫排骨下 Ε) 不稳定骨折

浙江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  % ∀ ∀( 陈黎蛇

我院 自 年起用快速牵引法治疗胫胖骨下 Ε ) 固定一个半月后拆除改用小夹板固定
。

不稳定骨折 )∋ 例
,

疗效满意
。

现报告如下
。

讨 论 在闭合整复胫肺骨下 Ε) 不稳定骨折

临床资料 本组 )∋ 例中男 ∋% 例
,

女  例 3 年龄 ∋∀ 时
,

往往遇到的问题是骨折短缩和旋转不易矫正
,

即使

∗ %% 岁 3 斜形骨折 % 例
,

螺旋型骨折 ∋ 例
,

蝶形骨折 矫正后单纯石膏或夹板固定也难以维持位置
。

本法在

% 例 3 随访半年
,

骨折均愈合
,

关节活动正常
。

石膏固定中配合斯氏针牵引
,

能较容易地矫正骨折短

治疗方法
、

常规消毒后行局麻
,

在骨折近端和骨 缩和旋转
,

待石膏干燥后可部分持重
,

而维持骨折复位

折远端或跟骨处经胫骨各打入斯氏针一枚
,

然后在 > 后的位置
,

达到治疗的目的
。

本法简便
,

快速
,

经济
,

光透视下
,

骨折近远端的斯氏针作快速对抗牵引
,

配以 安全
,

固定可靠
。

手法复位
,

矫正短缩
、

旋转
、

成角畸形
,

维持位置后
,

∃收稿
2

# 一 ∀4 一。%(

以膝上管形石膏外固定
,

斯氏针即包埋在石膏中
。

石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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