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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观察腰椎后关节部位的痛觉感觉器- 游离神经末梢。方法 对 10 例腰椎间盘突

出伴有腰椎后关节紊乱患者,在其椎间盘手术中留取椎后关节及其滑膜标本, 分别采用 HE 染色法、硝

酸银染色法、氯化金染色法、免疫组化法作病理观察。结果 滑膜皱折、韧带部均具有游离神经末梢。

结论 解释了腰椎后关节紊乱症的疼痛部位、疼痛性质在患者主观描述中模糊不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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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nerve endings at synovial fold and ligament of posterior joint of lumbar ve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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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algesi receptor- fr ee nerv e endings at the points of posterior

joints of lumbar vertebrae Methods 10 cases of lumbar intervertebr al disc herniation ( LDH) with disorders of

lumbar ver tebral posterio r jo ints were selected in this study . Dur ing the operation, t he specimens of lumbar ver

tebral posterior jo ints combined w ith synov ium were obtained for patho logical ex amination by using HE stain

ing method, silver nitrate staining method, auric chloride staining method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method.

Results F ree nerve endings could be seen at bo th synovial folds and ligaments. Conclusion This findings ex

plained w hy the cases of disorders of the lumbar vertebral poster ior joint can not describe the spot of pain and

its character ex act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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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后关节紊乱症是骨科的常见病、多发病, 属于中医

∀ 骨错缝#的范畴,随着研究的深入, 它受到越来越多医生的重

视。我们试图从病理学角度对腰椎后关节紊乱症的症状作出

解释,现将主要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方法与结果

挑选腰椎间盘突出伴有腰椎后关节紊乱症患者 10 例,在

其椎间盘手术中留取椎后关节及其滑膜标本, 采用 HE、硝酸

银、氯化金染色方法, 免疫组化方法后在显微镜下观察。

1. 1 HE染色 染色用常规步骤。染色结果:如图 1 所示,滑

膜皱折细胞核较韧带细胞核多,总体呈蓝色, 其特点是最外有

一圈复层上皮细胞,滑膜可聚成滑膜囊; 韧带属胶原纤维呈红

色。HE 染色法有助于辨别组织层次。

1. 2 硝酸银法染色 染色步骤见参考文献[ 1]。染色结果:硝

酸银法能显示神经纤维。如图 2 中,背景是滑膜皱折, 可以看

到细丝状的神经纤维末梢。

1. 3 氯化金法染色 染色步骤见参考文献[ 2]。染色结果:氯

化金法可以显示神经末梢。图 3 示在韧带中的神经末梢, 呈

细丝状,有分支。

1. 4 免疫组化法 操作步骤: ∃ 固定后的标本脱水一天, 用

石蜡包埋, 切片厚度为 4 m, 贴片; % 1N 的盐酸室温浸泡 30

分钟, 蒸馏水冲洗 2~ 3 次; & 1%双氧水浸泡 20 分钟,蒸馏水

冲洗 2~ 3 次; ∋T ris 冲洗 2 次, 5 分钟, 入山羊血清 30 分钟( 1

(200、PBS 配制) , 入一抗( 1(100PBS 配制) , 室温过夜; ) T ris

冲洗 3 次, 入三抗( 1(300、用小牛血清配制) 30~ 40 分钟; ∗

T r is洗涤 3 次, 入二抗(用 PBS 配制)室温 1小时; + T ris 洗涤

3 次, DAB 显色 ( 5mgDAB + 20ml 双氧水 + 9ml 蒸馏水 +

1ml0 1MPB) ; ,自来水充分洗涤; −复染; 晾干、透明、封

片。

染色结果: 图 4 显示了在韧带呈斜切面的束状神经末梢

的阳性表达。

2 讨论

目前腰椎后关节紊乱症病理研究正逐渐深入。

在 80 年代有对小关节的病理研究[ 3] , 腰椎后关节紊乱症

中小关节的基本改变是全层软骨坏死 ,具体表现有软骨表面

溃烂、纤维化、骨质致密化、软骨下有囊性变、软骨细胞有再生

现象。Yahia等[ 2]研究了腰椎韧带的神经组织学, 他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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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至少 4种不同类型的神经末梢, 有 Ruffini小体、Ruffini终

末器、Pacinian 小体、游离神经末梢。前两种都是慢适应机械

感受器,其中 Ruffini小体对小体平面垂直的压力敏感, 当腰

过伸时可监测压应力,以防止棘突间互相接触 ; Ruffini终末器

对轴平面的应力敏感,能监测脊柱屈曲时棘间韧带和棘上韧

带所发生的轴向张力,它们可控制发射抑制, 从而解释了当躯

干屈曲后方韧带的张力足以支持重力的时候, 则脊柱肌肉就

放松; Pacinian 小体是快适应性机械感受器, 存在于棘上韧

带,它们能评定举重时突然增加的应力和激发脊柱伸肌防止

后侧韧带组织的断裂; 游离神经末梢是疼痛感受器, 位于棘

上、棘间韧带靠近棘突附着点部, 而黄韧带则在背侧面。Giles

等[ 4]用透射电镜观察到在关节囊内层的滑膜皱折中存在着

与毛细血管伴行的有髓神经纤维。

在 90 年代, Sachdev 等[ 5]应用病理标本、CT 片讨论了滑

膜囊在腰椎后关节的病变过程。他认为腰椎间盘的退行性病

变总伴有腰椎后关节的损伤,不适当的关节韧带的小张力就

可致滑膜囊炎;而滑膜被撕裂时,可有出血性炎症反应, 此后

可伴有关节的改变,如软骨退化、骨赘在周边形成、关节突出

增大、滑膜也增厚逐渐深入软骨部、关节韧带变得松懈, 随着

持续的撕裂、损伤、瘢痕产生, 滑膜囊部可形成纤维性变、粘

连、崩溃。

在国内李义凯等[ 6 ]通过对干燥椎骨的测量发现增生的

小关节其关节突间距离并未减少, 只是其内侧缘增生造成椎

板间隙变小,而且上下关节突的上下主轴并无明显地向内侧

倾斜。上关节面内侧缘和椎板上缘向中线侧和内上方增生可

致肥大,它可能会刺激黄韧带的病变, 使得椎管狭窄。

以上研究是对腰椎后关节紊乱症腰椎部病理的综合分

析。手段包括大体病理解剖
[ 5, 6]
、局部病理检查。局部病理

主要采用了氯化金染色[ 2]、透射电镜分析[ 4]等方法。研究方

向也从大体到局部、细胞、分子水平逐渐深入。国内目前处于

大体解剖水平。腰椎后关节紊乱症的主要症状是疼痛,而在

局部的感觉神经是游离的神经末梢。所以我们在病理实验中

试图通过先进的方法证实游离神经末梢的广泛存在。我们采

用了经典方法硝酸银法、Yahia 等[ 2]选用的氯化金法、免疫组

化法来呈现神经纤维末梢, 另外在每次取材后首先应用 HE

染色法以区别组织层次。实验表明, 在滑膜皱折韧带中都存

在游离神经末梢, 细丝状有分支。这说明腰椎后关节紊乱症

的主要症状疼痛产生部位多, 可以来自滑膜、也可以来自韧

带, 所有联系滑膜、韧带的组织的损伤均可引起疼痛。而局部

神经形成的网络样结构, 一条神经多个分支到不同部位, 一个

部位的多重神经支配, 又可以解释为什么腰椎后关节紊乱症

的疼痛其部位、性质在患者的主观描述中显得模糊不清。

(本文图 1~ 4 见插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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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报道

8例臀部及大腿皮肤潜行剥脱伤的治疗

赖晓榕 李俊英
(兴国县人民医院创伤外科, 江西 兴国 342400)

1988 年 3 月~ 1997 年 12 月我科共

收治 8例臀部及大腿皮肤潜行剥脱伤病

人,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 8例中男 5 例,女 3 例;年龄 18

~ 52 岁。全部为交通事故伤。伤后就

诊时间: 最短半小时, 最长达 20 天。抽

血量最少为 800ml, 最多达 3000ml, 平均

为 1600ml。合并骨盆骨折 3 例。

2 治疗方法与结果

全部病例都先用保守治疗方法, 抽

净皮下积血, 外敷中药, 加压包扎等治

疗。反复多次都无效果,血肿不能消失,

皮肤不能粘贴, 遂改用手术切开引流冲

洗术。在波动感最明显的最低处切开,

切口长 2~ 3cm,挤出全部积血, 用 50%

葡萄糖注射液 200ml加庆大霉素注射液

16万单位冲洗整个腔隙,切口处放置引

流纱条,加压包扎 5 天后换药, 皮肤全部

粘合,症状消失, 1 周内全部愈合。

3 讨论

皮肤潜行剥脱伤的处理一般是将皮

下血肿抽净后加压包扎等保守方法治

疗。本组 8例都是经过多次保守方法治

疗达不到效果, 而改用手术切开引流而

治愈。其中有一例 6 次抽血达 3000ml

都无效, 20 余天后行切开引流术。我们

的体会是对范围大的皮肤潜行剥脱伤,

经过 1~ 2 次保守治疗而无效者,应尽早

切开引流。用 50% 葡萄糖注射液加庆

大霉素注射液冲洗腔隙, 是因为高渗葡

萄糖具有抑制细菌生长,消除组织水肿,

促进新鲜肉芽组织生长的作用, 使其皮

下与深筋膜间尽快愈合,达到治疗目的。

(收稿: 1999 01 08 编辑:房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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