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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动力平衡失调大鼠椎间盘蛋白多糖的观察

郝永强� 　施　杞　吴士良��

上海中医药大学骨伤研究所 ( 200032)

　　【摘要】目的　探明颈椎动力平衡失调对颈椎间盘退变的影响乃至在颈椎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方法　选择

了 20只 SD 大鼠, 通过手术直接损伤其颈背部浅层、深层及全层肌群, 建立了大鼠颈椎动力平衡失调程度不同

的动物模型, 6 月后观察各造模组颈椎间盘内蛋白多糖量的变化 , 并与对照组相比较。结果　大鼠颈椎动力平衡

失调可影响颈椎间盘内蛋白多糖的代谢, 加速其降低, 依颈椎动力平衡失调程度不同而有差异, 影响程度由轻至

重依次为深层、浅层、全层肌群损伤组。结论　颈椎动力平衡失调可加速颈椎间盘退变, 并在颈椎病发病机制及

防治中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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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Proteoglycans in Rat's Cervical Intervertebral Disc af ter Dynamic Dysequilibrium of Cervical

Vertebrae　H ao Yongq iang , Shi Qi, Wu Shiliang . I nstitute of Orthopaedics and T raumatology ,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 rad itional Chinese M edicine ( 200032)

【Abstract】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influence of cer vical dynamic dy sequilibrium on the degeneration of cer-

vical interv ertebr al disc and on the pathogenic mechanism o f cerv ical spondy losis. Methods T wenty SD rats were di-

vided into one control g roup w ith pseudo-oper ation and three m odel g roups of cervical dynamic dy sequilibr ium in dif-

fer ent degr ee with resection of dor socerv ical muscles, i. e. resection of superficial, pro found and w ho le muscles, r espec-

tively . After six mont hs, cervical inter vertebral discs in these animals wer e taken for determining the cont ent of pr o-

teogly cans. Results Cerv ical dynamic dy sequilibrium in r ats could affect the metabolism of proteog ly cans in cer vical

interver tebral discs and accelerate the decrease of proteog ly cans contents. T he degr ees of the decrease of pro teo gly-

cans were r elated to the degrees of cer vical dynamic dy sequilibr ium , i. e. light decrease in g roup of profound muscles

resection, moder ate decr ease in group o f superficial muscles resection, and g reat decrease in g roup of w hole muscles

resection. Conclusion Cerv ical dynamic dy sequilibr ium can acceler at e the degener ation of cervical inter vert ebral disc

with a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pathogenesis as w ell as treatment and prophy lax is o f cerv ical spondy losis.

【Key words】Cervical v er tebr ae　　Dynamic equilibrium　　Interv er tebr al disc　　Proteog lycans

　　蛋白多糖 ( P roteog lycans, PG) 是构成椎

间盘的主要成分之一, 并在椎间盘的结构与功

能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已有研究表

明〔1～4〕, 随着年龄的增长及椎间盘的退度, 蛋

白多糖总量会降低。目前, 颈椎静力平衡失调

可加速颈椎间盘退变已被证实〔4, 5〕, 但动力平

衡失调在颈椎间盘退变中的作用尚未阐明。为

此, 我们通过观察颈椎动力平衡失调后颈椎间

盘内蛋白多糖量的变化, 以探明颈椎动力平衡

失调对颈椎间盘退变的影响, 并进一步探讨其

在颈椎病发病机制及防治中的作用。

材料与方法

1. 实验动物模型的建立

选择 6月龄 SD大白鼠, 雌性, 体重 220～

240g , 共 20只, 随机分为对照组、浅肌群损伤

组、深肌群损伤组、全肌群损伤组。每只动物

均按 0. 1g / kg 行氯氨酮腹腔注射麻醉, 麻醉满

意后, 俯卧位固定于自制手术固定架上。将颈

背部剃毛及清洗后, 洁尔灭酊消毒, 铺无菌手

术洞巾, 取正中竖切口, 长约 4cm 左右。浅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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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损伤组切除颈斜方肌、头颈菱形肌; 深肌群

损伤组切除颈部夹肌、最长肌、颈髂肋肌、头

半棘肌; 全肌群损伤组切除浅、深两组肌群; 对

照组仅切开皮肤组织。止血满意后, 间断缝合

皮肤切口。洁尔灭酊创面消毒后, 外敷消毒纱

布一块保护, 自行脱落不再更换。术后放至笼

中, 任其自由活动。

2. 蛋白多糖含量测定

( 1) 组织取材　每组动物喂养至 6个月,

急性大失血法处死, 立即切取颈椎组织, 去除

软组织, 在手术显微镜下沿上、下软骨板切下

全部颈椎间盘, 液氮速冻后, 研磨为匀浆, 每

只动物的椎间盘匀浆放置于一小瓶中, 做好标

记, - 30℃下保存。

( 2) 蛋白多糖检测　称取每只标本组织,

以 6NHCl直接水解, 以 Blumenkrantz法
〔6〕作

氨基多糖测定。样本水解液加乙酰丙酮反应后

加 Ehrlich试剂显色后 535nm 比色。

3. 统计学处理: t检验。

结　　果

四组颈椎间盘蛋白多糖量检测结果 (见表

1) 显示, 对照组、深肌群损伤组、浅肌群损伤

组及全肌群损伤组蛋白多糖量逐渐降低, 经各

组间两两比较的 t检验结果表明, 对照组与其

余三组造模组间均有显著性差异 (深肌群损伤

组 P< 0. 01, 余两组均 P< 0. 001) , 深肌群损

伤组与浅肌群损伤组及全肌群损伤组间均有

显著性差异 (均 P< 0. 005) , 但浅肌群损伤组

与全肌群损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 P> 0. 05)。

表 1 四组颈椎间盘蛋白多糖值(X
-±Sx- )单位: Pg / mg

组　　别 蛋白多糖值

对照组 3. 342±0. 52

浅肌群损伤组 1. 462±0. 28

深肌群损伤组 2. 408±0. 46

全肌群损伤组 1. 300±0. 38

讨　　论

椎间盘是具有张力及弹力、负载的组织结

构, 主要由蛋白多糖复合物、胶原纤维和弹性

蛋白组成。蛋白多糖是由多肽为主链, 以许多

氨基多糖 ( glycosaminoglycan)为侧链的大分子

体, 其含量髓核中较纤维环丰富。蛋白多糖带

负电荷, 因而具有较强亲水性能; 且其分子在

液体中能进行可逆的压缩, 因此, 胶原网与多

水的蛋白多糖一起, 可静态及动态地调节椎间

盘内的水份及细胞外基质, 以完成椎间盘力学

及代谢机能。

大量研究证实〔3, 4, 5〕: 异常应力可导致或加

速椎间盘的退变。退变椎间盘早期即可出现蛋

白多糖的丢失〔7〕, 而蛋白多糖含量的减少可改

变椎间盘的力学状态, 从而影响颈椎的稳定

性。颈椎的生物力学平衡包括静力平衡及动力

平衡, 前者是指颈脊柱的两柱或三柱结构, 后

者为椎外肌肉或肌群维持或调节平衡的作用。

我们在实验动物模型设计中, 维持了静力平衡

结构的完整性, 选择性地破坏了动力平衡。通

过观察显示: 造模后 6月各造模组与对照组蛋

白多糖量相比有明显降低( P 均小于0. 01) , 表

明颈椎动力平衡失调可改变颈椎间盘正常的

力学状态, 从而加速其退变; 但浅肌群损伤组

与全肌群损伤组间无明显差异 ( P< 0. 5) , 而

两组均与深肌群损伤组间有显著性差异 (均 P

< 0. 005) , 从解剖力学角度推测: 在维持颈椎

动力平衡中, 颈部浅肌群较深肌群重要。

现代生物力学理论及研究证实: 颈椎的正

常生物力学平衡破坏可引致颈椎病〔4, 5〕, 但均

是从颈椎的静力平衡角度考虑。然而, 颈部肌

肉软组织在整个颈椎系统平衡中起着重要作

用, 维持着颈椎的动力平衡。急性损伤、慢性

劳损、炎症、天气变化及精神过度紧张等因素

造成的肌力改变均可导致颈椎的动力平衡失

调。若长期得不到纠正, 即可影响颈椎静力平

衡的稳定性, 从而造成整个颈椎系统生物力学

的功能紊乱, 颈椎稳定性丧失, 引致颈椎局部

的血液动力学的改变; 神经根充血、水肿; 脊

髓血供减少; 椎动脉痉挛、供血不足; 椎外植

物神经受到激惹; 以及局部代谢产物的不良刺

激等, 从而引起颈椎病相应临床症状的发作;

长期作用可加速颈椎 (尤其是椎间盘) 的退变,

产生骨赘、韧带钙化等病理改变。我们认为在

颈椎病发病机制中, 颈椎动力性平衡失调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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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且较静力性平衡失调重要。失去静力平衡,

颈椎的变化比较缓慢; 而失去动力平衡, 颈椎

当即不能维持其正常的功能〔8〕, 并且, 动力平

衡可以补偿静力平衡。由此, 临床上可通过正

规的推拿手法、医疗体操、理疗、内服外敷药

物等手段改善肌肉的营养代谢及力学状态, 恢

复颈椎的动力平衡, 从而进入良性循环, 纠正

或补偿静力平衡, 重建颈椎力学系统的功能平

衡, 以防治颈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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髂骨骨内多发性表皮样囊肿一例

张锡流　叶星江

广西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南宁 530023)

　　××, 男, 24岁 , 因跌伤后左臀部肿痛 9 个月而

入院。查体: 左臀部肿胀, 骶髂关节部明显压痛, 但

无红肿及溃疡, 血 AKP 正常。X光片显示: 左骶髂关

节周围骨质广泛多个囊状和虫蚀状破坏区, 关节间隙

模糊不清, 病变累及髂骨及耻骨, 周围软组织肿胀, 考

虑: 左骶髂关节及髂、耻骨结核。手术见: 剥离至骨

膜时有大量脓液及干酪样物渗出, 髂骨后上方及坐骨

大切迹多处骨质全层破坏灶及窦道; 骶髂关节前方形

成一巨大脓腔, 内为干酪样物。

病理检查: 碎组织一堆 ( 3mm×2mm×1cm) , 部

分为暗红色软组织及部分为骨组织。镜下见: 骨组织

中有较多纤维结缔组织增生灶, 其中见多个大小不一

的囊肿形成, 囊壁上皮层为复层扁平上皮 ( 3～6 层细

胞) , 有明显慢性炎及少许多核巨细胞形成, 囊内为较

多角化物质, 骨组织呈灶状坏死, 部分区域有纤维结

构不良图象, 软组织明显慢性炎。病理诊断: (左) 髂

骨骨内多发性表皮样囊肿并慢性炎。

讨　　论

表皮样囊肿是与先天发育不良有关的瘤样病变,

常见于皮下。骨内的表皮样囊肿多发生于 20～49 岁

男性的颌骨、远端指骨及颅骨, 髂骨皮样囊肿罕见。骨

内表皮样囊肿属于良性病变, 对骨的破坏不明显, 但

当出现多发性囊肿合并感染时, 骨质破坏就较广泛,

角化物质与干酪样物肉眼难以区别, 临床上极易误诊

为骨关节结核。本病确诊有赖于病理检查, 治疗并发

症是临床处理的第一步。本人认为骨内表皮样囊肿可

能与该处骨发育缺陷有关。

(收稿: 1998- 03-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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