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保守治疗,神经根及硬膜囊粘连严重。所以不应

该单纯追求小切口、小开窗术式。扩大开窗或半椎

板切除术式对脊柱的稳定性影响并不大, 但能使硬

膜囊和神经根充分暴露, 易于施术, 减少了不必要的

麻烦。但若钙化突出物较大, 情况复杂时,就应考虑

全椎板术式,暴露清楚,彻底解决问题。

手术的时候, 先用骨刀切除椎板下缘并向下后

翻卷,而不是用枪状咬骨钳。这是因为后者的前端

较厚, 难于放进去, 即使勉强放进去,也挤压神经根,

容易撕破硬膜囊。在摘除椎间盘时, 一定要尽量取

干净。若遗留碎片或钙化的颗粒, 也会对将来的预

后造成影响。同时, 椎体后缘也要予以铲平, 目的是

为了扩大椎管及侧隐窝的矢状径, 彻底解除对马尾

神经及神经根的压迫。

4�3 � 鉴别诊断
( 1) 腰椎后缘软骨结节( LPMN) � 两者都表现

为椎管内的密度较高、接近骨质性质的突出物, 在

CT 上容易出现误导。但本病椎体后缘没有明显的

骨质缺损, 一般边缘光滑,与椎体后缘相连, CT 值也

与骨质等同,钙化物后再无骨块突入椎管。腰椎后

缘软骨结节在椎体后缘, 先有椎间盘性质的突出物,

紧接着才是骨性突出物, 并进入椎管。在 X线片上

比较容易鉴别, 侧位片腰椎后下缘有半圆形骨质缺

损,后下角有一边缘硬化的骨块,与椎体间有透亮间

隙骨块向后突入椎管
[ 6]
。

( 2) 脊椎后纵韧带骨化 � 后纵韧带骨化在 X线

上的表现主要是从侧位片见椎体和/或椎间隙后方

有高密度的条索状或斑块状骨化影, 骨化带与椎体

间有一线状透明间隙。早期,后纵韧带骨化很难在 X

线片上发现, CT 可提高其显示率, 表现为椎管正前

方紧贴椎体后缘的高密度骨化影, 与椎体后缘可有

完整或不完整的条状间隙分开, 但对应椎体后缘无

骨质缺损。

对于钙化型的腰椎间盘突出症, 诊断不难, CT

即可明确诊断。具有手术指征的患者, 手术治疗是

首选的。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需要引起临床医生

的注意。有的钙化型腰椎间盘突出症, 突出物比较

大,临床症状和体征却不明显, 估计与病史较长, 病

人的耐受有关。有的患者年龄较小, 需和运动造成

的软骨板分离相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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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介绍�

膝顶手牵法一人整复肘关节脱位

张道虎 � 张力 � 盛天福
(老河口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 � 老河口 � 441800)

� � 我们对 34 例肘关节脱位患者采用膝顶手牵法复位 ,全部

一次成功,取得了良好疗效, 现将方法介绍如下。

1 � 临床资料
34 例患者全部为肘关节后脱位, 3 例合并侧方脱位, 均不

伴骨折;其中男 26 例,女 8 例; 受伤时间均在 24 小时以内。

2 � 治疗方法及结果

患者端坐于办公椅上,身体略向右侧倾斜(以左侧肘关节

脱位为例) , 术者站于患者左前方,左足蹬住椅沿, 双手托起患

者左上肢, 略外展,以左膝靠住肘关节内侧, 将肱骨下端向后

顶压,同时双手分别握住腕部和前臂顺原有畸形位方向作持

续对抗牵引(不可在完全伸直位或屈曲成直角位牵引) , 可做

轻微旋前运动, 听到弹响声,检查肘后三角恢复正常即表示复

位成功。肘关节功能位石膏托固定, 三角巾悬吊于胸前 3 周。

34例患者全部一次复位成功,无一例神经及血管损伤。

3 � 讨论

肘关节后脱位的机理是暴力使肘关节过伸,鹰嘴尖端抵

住鹰嘴窝成为支点, 使半月切迹脱离滑车移向后方, 尺骨和桡

骨近端滑向后上方, 肱骨前下端突破薄弱的关节囊前壁, 向前

移位。我们介绍的此方法通过前臂牵拉及膝部将肱骨向后顶

压使脱位的各骨按原路复位,符合解剖学原理。

(收稿: 2001�02�04 � 编辑:李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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