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根型、脊髓型、椎动脉型、交感神经型和其他型, 一直沿用至

今; 1992 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颈椎病专题会议只是对上述分

型重新制定了诊断标准。近年来在临床治疗颈椎病的过程

中,开始有人注意到颈部软组织病变与颈椎发病高度相关,在

共性认识的基础上,吴氏[ 17]根据临床实践中存在颈部软组织

病变与颈椎病、交感神经症状与颈椎病、颈椎病临床分型原则

的确定三个方面有认识分歧,又提出了显性颈椎病( 型: 脊

神经根型; 型: 脊髓型;  型: 椎动脉型; !型: 混合型; ∀型:

无症状型)和隐性颈椎病的# 二类五型∃ 分类法; 韦以宗[ 18]根

据病变之钩椎关节、椎体部位及压迫脊髓之椎间盘, 分为颈枕

型、成角型和退化型, 每型又分为 、 、 型, 认为此分类法

不仅可指导临床,且可作为预防诊断的依据。

综上所述,这些分型方法针对的大多为临床上已出现颈

椎骨性结构病变并累及到神经、血管、脊髓等组织的器质性病

变患者, 而且也多能为 X 线、CT、MRI 等检查所证实。大家

认识不统一的主要原因,大致缘于颈椎病到了此阶段, 面对颈

椎骨器质性改变引发的一系列复杂的临床症状, 采取手术疗

法也好, 非手术疗法也罢, 在目前尚缺乏一种能彻底根除病

因、保持持久疗效的疗法,并且, 在临床上运用源于骨性结构

变化的颈椎病影像学诊断结果, 常难以解释临床疗效与影像

学变化的不同步表现等诸多问题, 也反映出颈椎发病机制的

复杂性,因此便产生了临床上对颈椎病诊断分型认识的分歧。

通过研究,使临床工作者逐步认识到颈部软组织在颈椎发病

环节中,开始可能是病因, 最终又是症状的体现者之一。基于

颈部肌肉、韧带、椎间盘和颈椎骨等不同层次的病变所引发的

临床表现, 是否可用逆向思维, 由外向内, 以年龄增长及劳损

等原因导致软组织或椎骨组织的退变为主要依据, 重新审视

颈椎病: 期[仅出现颈肌病变症状] ; 期[出现椎间盘、韧带

及颈肌病变并主要影响颈椎序列、颈曲异常表现为主 ] ;  期

[出现椎骨退变并累计椎周组织(肌肉、神经、血管、脊髓)引发

种种症状] ,每期各有自己的特征和侧重点, 各临床学科根据

自己学科的特色, 分而治之。是否符合临床, 我们将对此逐步

开展相关研究予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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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告&

同侧前臂多段骨折并肱骨骨折一例

万永民
(浮梁县中医院, 江西 % 浮梁 333400)

% % 王∋ ,男, 36 岁,农民。于 1996 年 4

月 15 日乘坐汽车时, 不慎将左肘屈曲置

于窗外,被相对开过的汽车撞伤左上肢,

伤处剧痛、肿胀、畸形、功能受限。查体:

左上肢高度肿胀,成角畸形, 活动受限,

桡动脉搏动良好。X 线片示: 左尺骨中

上 1/ 3、中下 1/ 3 处骨折, 左桡骨中段、

桡骨远端骨折、左肱骨中下 1/ 3 骨折, 均

向掌侧成角, 移位明显。急诊在臂丛麻

醉下行切开复位,尺骨骨折骨圆针髓内

固定; 桡骨骨折、肱骨骨折钢板内固定,

术后石膏托固定 2 周, 拆线后石膏管型

固定 8周, 三个月后随访,骨折已愈合。

讨论 % 此患者受伤机制特殊。因暴
力大, 骨折移位严重,且多段骨折难以固

定, 故早期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后给予石

膏外固定, 防止尺骨发生旋转移位, 获得

满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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