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 手术方式的选择 根据临床症状分型不同, 采

用不同手术方法。术式 适用于从皮肤直接可触摸

到挛缩带, 屈伸髋关节伴有弹响,一般仅为臀大肌筋

膜、髂胫束增厚挛缩的轻型患者。在大转子上方 3~

5 cm 作斜形切口,即可切断挛缩组织,无需探查或松

解深层肌肉。术式  适用于!尖臀征∀明显, 臀大肌

成片状挛缩,双下肢呈蛙式位,可不伴有髋关节弹响

的重型患者。绕大转子弧形切口入路, 手术操作中

可避开挛缩粘连严重的臀大肌、臀肌筋膜交界上部。

此处切开入路, 臀大肌、筋膜与深层粘连易分离, 在

向髂骨嵴方向适当分离皮瓣后, 在髋关节内收位被

动屈伸检查下挑起切断臀大肌及筋膜挛缩组织, 可

见到深层臀中肌、臀小肌及挛缩变性部分。重型患

者的挛缩部分均小于其 1/ 2范围, 在此处切断挛缩

部分便可达到满意效果。骨盆倾斜型患者的挛缩变

性部分广泛,超过了其体积 2/ 3, 若完全切断,虽可使

临床症状消失, 但会出现由于髋部失去了肌肉支撑,

使髋关节不稳, 走路呈屈氏步态。故此型患者, 作者

采用术式# 联合切口方法, 先用术式  方法切断臀

大肌髂胫束挛缩带, 从髂骨外板起剥离臀中肌、臀小

肌即将其起点下移, 既保留了其相对完整性, 又相当

于把其延长, 达到了松解目的。对髋部肌肉力量影

响小,术后不会出现摇摆步态。

4 3 术后功能锻炼问题 本组病例均术后即双膝

并拢屈髋屈膝为 60∃~ 90∃放置于支具上,可防止切断

之挛缩组织原位愈合, 并缓解锻炼起始阶段的疼痛,

增加患者康复信心。术后 1~ 3 d拔除引流条, 4~ 5 d

撤除支具。患者下地扶床头双膝并拢进行下蹲锻

炼,腰部伸直, 足跟不能离地, 并结合进行!猫步∀直

线行走练习。通过锻炼, 可使原先受到挛缩组织制

约而影响其伸展的肌肉筋膜韧带弹力得到恢复, 又

对预防症状复发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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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松解治疗脊柱损伤术后不全瘫

朱荣江 周秋如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骨科, 广东 湛江 524037)

自 1996 年以来,本科收治 10 例脊柱损伤术后患者, 早期

神经功能有所改善,但 3 个月后恢复缓慢或停止。CT 或 M R

检查未发现脊髓压迫及脊柱不稳定征象。采用硬膜下显微松

解方法治疗,效果较满意, 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 10 例患者中男 6 例, 女 4 例; 年龄 16~ 45 岁, 平均

30 5岁。原因: 高处坠落伤 3 例, 车祸伤 7 例。损伤至手术

时间为 4~ 12 个月, 平均 8 个月。损伤平面 T 7 93 例, T 10 125

例, L 1, 22 例。

2 治疗方法

全身麻醉,侧卧位。采用背正中切口暴露硬脊膜,显微镜

下,切开硬脊膜,仔细探查蛛网膜、软脊膜、神经根起始段及前

后支之间,注意脊髓表面有无束带、索条、瘢痕存在, 各结构自

身及相互间是否存在粘连,齿状韧带是否牵拉脊髓变形等。在

显微镜下,将它们彻底松解。反复冲洗术野干净, 予 0 1~ 0 2

ml过氧化氢溶液, 注入蛛网膜下腔, 镜下所见气泡畅通无阻。

3 治疗结果

自拟疗效评定标准: 术后 3 周, 肌力增加 1 级以上, 或感

觉平面下降 2 个脊髓神经节段以上, 均为有效。本组 8 例有

效, 2 例无效,有效率 80%。随访 1~ 2 年, 6 例肌力增加 2~ 3

级,基本上能行走。

4 讨论

目前脊柱损伤的手术,多注重解除硬脊膜外部压迫及稳

定脊柱。而忽略硬脊膜囊内区域瘢痕形成压迫脊髓。本组

10例患者的损伤部位, 均有不同程度的束带、索条、瘢痕形

成, 与脊髓粘连造成压迫,并伴有齿状韧带不良应力牵拉脊髓

变形。这些瘢痕组织虽薄而细小, 但对脊髓神经功能恢复有

较大影响、而 CT、M R检查, 均无特征性影像表现, 故难以提

供影像学支持。

脊柱损伤术后, 由于去除骨性压迫,脊髓神经功能开始逐

渐恢复, 形成第一个高峰。脊髓功能恢复的同时, 纤维瘢痕组

织也逐渐形成, 至 3 个月时达到高峰。如瘢痕组织对恢复中

的脊髓造成压迫, 则脊髓功能停止恢复甚至加重。3 个月后

瘢痕组织开始逐渐软化, 部分吸收,对脊髓的压迫逐渐解除,

出现第二个恢复高峰。此时, 若脊髓功能恢复完全停止, 则表

明瘢痕的压迫超过脊髓自身代偿能力, 必须手术治疗。手术

指征: 不全截瘫, 伤后早期神经功能有所恢复, 3 个月后恢

复停止或保守治疗 3个月以上无进展。 M RI/ CT 检查未发

现明显骨性压迫、椎管狭窄及脊柱不稳定。此时应及时手术

探查脊髓损伤相应单元, 并彻底松解其中瘢痕组织, 解除脊髓

压迫, 改善血流,有利脊髓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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