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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神经卡压综合征的正确诊断是有效治疗的前

提
。

在详尽 的了解患者的病史及治疗过程后
,

尤其

要注意根据掌握的临床症状体征
,

联系其病因病理

机制
,

从皮神经卡压征 的共同特点人手
,

结合一些具

有特异性意义的检查手段
,

从中枢到周围神经
,

逐级

排除其它神经系统疾患
,

最后作出正确的临床诊断
。

+ 诊断依据及诊断标准

皮神经卡压综合征的共同特点可概括为以下几

个方面
Δ

� 临床表现主要取决于受压神经 的性质和部

位
。

若属感觉神经受压
,

则出现其分区的感觉障碍
,

如股外侧皮神经卡压征 �运动神经受压
,

则引起此神

经支配的肌肉麻痹
,

如腕部尺神经深支嵌压症 �若为

混合神经受压
,

则表现为其感觉和运动功能障碍
,

如

腕管综合征
。

再者
,

同一神经受压的平面不同
,

表现

也有所区别
,

如正 中神经在腕部受压
,

拇指和示指末

节的屈曲功能正常
,

而在肘部或肘部以下受压
,

则大

指和示指 的末节不能屈 曲
。

总之
,

临床所呈现的神

经功能障碍
,

局限在此神经 自受压处起所支配的范

围内
。

据此
,

常有助于皮神经卡压征 的诊断和鉴别

诊断
。

 皮神经卡压综合征处常有疼痛
。

特点是自发

痛
、

休息痛
,

夜间尤甚
,

并可沿神经向远
、

近端放射
,

若出现有向肢体近端放射性痛
,

需注意和神经根病

鉴别
。

! 神经干叩击试验 ∀# ∃% & ∋征 (常呈 阳性
。

# ∃% & ∋

征阳性是指轻叩神经干
,

在其远端分布区出现感觉

异常
,

及沿此神经走行的窜痛感和麻痛
。

通常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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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征 阳性的部位
,

可大致估计出皮神经卡压综合

征的位置
。

0电生理改变 ,
神经受压局部和其远端的神经

传导速度常减慢
,

且以受压局部的神经传导速度减

慢最明显
,

而其近端的神经传导速度大多仍在正常

范围
,

若神经持续受压较重
,

轴索发生变性
,

则肌电

图呈神经原性损害
,

其范围仅限于神经受压局部和

其以下所支配的肌肉
。

神经传导速度测定和肌电图

检查对卡压性神经病的诊断有重要价值
,

若采用 近

神经顺向性感觉传导速度测定的方法
,

能使神经传

导速度测定结果的准确性进一步提高
。

1 神经受压部位采用激素局部封闭常有效
,

故

此疗法兼有一定的诊断意义
。

总之
,

若周围神经病具有上述特点
,

定位又是在

易发生卡压的部位
,

即可考虑是皮神经卡压综合征
,

根据临床表现
、

神经传导速度测定和肌电图等辅助

检查
,

再进一步确定是哪条神经受压
,

以及神经受压

的部位
。

例如患者主诉肘内侧疼痛
,

并由尺神经向

远
、

近端放射
,

小指麻木和手活动无力
,

体征仅局限

在肘部尺神经所支配 的范围
,

以及肘内侧尺神经沟

处 #∃ %& ∋征阳性
,

据此
,

应考虑是尺神经卡压征
,

且受

压的平面是在肘部
。

若肘关节影像示肘关节病
,

尺

神经通过肘部的神经传导速度减慢
,

则可进一步支

持诊断
。

恰肘部又是尺神经最易受压的部位
,

故随

之肘管综合征的诊断即能确立
,

并可与脊髓前角疾

患等相鉴别
。

综上所述
,

对皮神经卡压综合征提出以下诊断

标准
, � 长期慢性局部疼痛或感觉异常 �  明确的局

部压痛点 � ! 触诊可及皮下结节或条索样包块 � 0局

部肌肉紧张但不影响躯体运动 � 1 除外其它神经系

统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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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常用检查方法

�
Γ

∀ 触诊 触诊是皮神经卡压综合征最常用的检

查方法
,

在做触诊检查时首先应注意由表及里
,

分清

解剖层次
。

皮肤
,

皮下脂肪
,

筋膜
,

肌肉
,

韧带
,

关节

囊
,

滑囊
,

由浅人深
,

由轻到重
,

逐层触诊分析
,

在进

行触诊检查时可用单拇指
,

也可 用双拇指检查法
。

皮神经卡压综合征的患者最常见的阳性发现是皮下

的痛性结节和条索样包块
。

在触摸到痛性结节时应

注意结节的大小
,

质地软硬
,

表面是否光滑
,

活动度

怎样
,

与周围组织是否有粘连
。

尤其注 意与体表的

炎性淋巴结相鉴别
。

在触诊条索状包块时
,

亦应注

意其质地
,

表面是否光滑
,

与周围组织有否粘连
。

在

压痛的同时是否伴有放射痛
。

此点对于鉴别皮神经

干卡压造成的放射痛与皮神经末梢刺激产生 的皮节

反应痛有重要价值
。

�
Γ

� 叩诊 叩诊在周围神经损伤和修复的临床检

查方面具有特殊的应用价值
。

通过叩诊可以进一步

明确病变的部位是表浅的还是深在的
。

病变的范围

是局部的还是广泛的
。

临床常用的叩诊方法为神经

干叩击试验即 .&
4 7+ 试验

。

该试验原为检查神经损

伤恢复平面的
,

但也适用于皮神经卡压部位的检测
。

检查者用叩诊锤或示中指从病变肢体的远端沿神经

干走行的方向逐渐向近端叩击
,

如 由近端向远端叩

击
,

可能 .& 47 +征要向远端延伸 ! 一 # ≅ ; 或更远
。

这

是由于以后 的麻痛觉被神经再生远端的皮肤振荡所

激发
,

是不准确的
。

当患者感觉有蚁行感或串痛感

时
,

.& 47 +试验为阳性
。

但要准确发现卡压的部位
,

应

反复沿怀疑被卡压的神经干远端向近端叩击
,

再从

近端向远端叩击
,

直至找到 .& 47 +征最明显处
。

�
Γ

 其它辅助检查 体感诱发电位
Δ
体感诱发电位

是驱体感觉诱发电位 Χ
Φ

∗
,

4 3, )< 7Β ,Η 75 −, ∗74
Ι

∗& 1+
,

ϑΚ :0的简称
,

其生理性诱发电位及传导径路的

表现形式为
Δ
感受器电位一周围神经动作电位Φ 突

触后电位Φ 传导束电位
。

从感受器受刺激转换成神

经冲动之后
,

至少要经三级神经纤维传导
,

两次突触

传递才能达到一级躯体感觉皮层
。

对皮神经卡压综

合征的诊断有参考价值的是节段性体感诱发电位
。

它有三种不同的刺激方法
,

即皮节 Χ57 );
1∗, ∗

Φ 0
,

皮

神经干 Χ
。8 ∗1 4 7, 8 3 4 7)Β 7 ∗)8 4 Η 0和运动点刺激法 Χ;,

Ι

∗, Δ
:, &4 ∗ ϑ ∗&; 8 +1 ∗&, 4

0
。

皮神经干与皮节刺激有所不

同
,

皮节是指每一脊神经后根感觉纤维的皮肤分布

区
,

在肢体
,

皮节与皮神经干的关系是皮节的传人纤

维包含在皮神经干中
。

并有一条相应的脊神经根
。

皮神经干可有 ∀ 或 � 条相应的脊神经
。

皮节刺激法

的优点在于方法简单
,

无创伤
,

缺点为皮节的终末感

觉纤维数量少
。

且多数不 同类型纤维传导速度不

同
,

兴奋后产生的神经冲动较弱
,

不完全同步
,

结果

使节段性 ϑΚ :难以检出或检出后波形欠清晰
。

皮神

经刺激法可引起较强的同步性神经冲动
,

所诱发 的

节段性 ϑΚ : 图像较皮节法清晰
,

其一级体感皮层原

发反应Χ残:Λ 0潜伏期较相同部位混合神经的一级体

感皮层原发反应潜伏期略长
,

Μ

上肢约长 ∀一  ; 3 ,

下

肢约长 �一 Ν ;3
,

这与皮神经纤维周径较细有关
。

刺

激皮神经检测节段性 3Κ :
,

同时记录感觉神经动作

电位Χϑ Α Ο: 0和脊髓诱发电位
,

对神经根
、

神经丛和

脊髓病变的发现和定位有其独特的优越性
。

这种检

测节段性感觉机能法与用 Π 波和 Θ 波检测节段性运

动机能有类似之处
,

不足的是皮神经多涉及 � 个神

经根
,

有时刺激点准确定位较难
。

肌电图在周围神经卡压征的诊断中具有重要的

辅助诊断价值
。

卡压引起神经脱髓鞘改变
,

使神经

传导受阻
,

这一病理变化往往出现于神经退行性改

变之前
。

所以传导异常改变是神经卡压征诊断的一

项重要指标
。

卡压引起的感觉改变出现较早
,

感觉神经动作

电位Χ
ϑ 7

43, )< 4 7 )Β 7 1 7 ∗&, 4 −, ∗7 4 ∗&1+
,

ϑΑ Ο尸0波幅变化

对神经卡压早期诊断比较敏感
。

复合肌肉动作电位

Χ
∃

,; 卿耐 ; 8 3 7+7 1 7 ∗&, 4
卯∗ 7 4 ∗&1+

,

∃Α哄田 0和神经传

导速度对推测周围神经病变也很重要
。

∃Π ΡΟ : 的波

幅变化可用于判断轴突受损的程度
。

∃Π人: 波幅减

小反映出轴突退行变的状况
。

对 ∃ΠΟ卫进行双侧对

比检查可使结果更为可靠
。

传导阻滞反映局部传导

的变化
,

此时远端神经 ∃Π叭尸 出现异常
,

波幅降低
。

检查时应在近卡压点多个部位进行刺激
,

以便对传

导减慢点进行定位
。

 鉴别诊断

 
Γ

∀ 神经干卡压 神经干由传人和传出神经纤维

组成 Χ即感觉和运动神经纤维 0
,

一旦发生卡压
,

不仅

表现为感觉障碍
,

感觉异常或感觉减退等感觉神经

的病变
,

还有相应的运动功能障碍的表现如
Δ
肌力减

退
,

关节活动受限或某些动作受限
。

临床检查时可

以发现病变位置较深
,

多位于肌间隙且被深筋膜所

覆盖
。

一些特殊的神经干牵拉或压迫试验为阳性
。

 
Γ

� 神经根病变 神经根的病变部位比较局限
,

有

比较典型的神经节段性定位表现
。

一般的临床神经

定位检查多可确定诊断
,

目前的 ∃ +, 和 ΠΛ /技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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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鉴别诊断更加简捷
。

 
Γ

 急性多发性神经根炎 又称 Σ8 &++ 1& 4 一

Τ1 )) 7
综

合征
。

其神经系统病变范围弥散而广泛
,

主要病变

是在脊神经根和脊神经
,

常累及颅神经
,

有时也侵犯

脊膜
,

脊髓
,

甚至脑部
。

临床表现为急性
,

对称性
,

弛

缓性肢体瘫痪和周围性感觉障碍
。

脑脊液中常有蛋

白增高而细胞正常
。

病情严重者可使呼吸肌麻痹而

危及患者生命
。

 
Γ

! 周围神经炎 周围神经炎系指由于中毒
,

感

染
,

感染后或变态反应引起的周围神经病变
,

表现为

多发性或单一性的周围神经麻痹
,

对称性或非对称

性的肢体运动
,

感觉和植物神经障碍的疾病
。

任何

年龄均可发病
,

但以青壮年略多
,

性别无差异
。

 
Γ

Υ 脊髓空洞症 脊髓空洞症是一种缓慢进展的

脊髓退行性病变
,

其病理特征是髓内有空洞形成及

胶质增生
。

临床主要症状是受损节段的分离性感觉

障碍
,

下肢运动神经元障碍以及长传导束功能障碍

与营养障碍
。

一般在成年期发病
。

 
Γ

# 椎管狭窄性脊髓及脊神经根病变 这是一组

慢性进行性脊髓及脊神经根疾病
。

主要由于椎管狭

窄引起脊髓及脊神经根 的慢性压迫
,

使之发生退行

性变
,

并出现相应的神经功能障碍
。

由于椎管继发

性狭窄而导致的病变较多
,

其中主要 的有颈椎骨关

节肥大性脊髓病 =腰椎骨关节肥大性马尾病
,

引起马

尾性间歇性跋行 =椎间盘突出症及其它少见的足以

引起椎管继发性狭窄的病变包括畸形性骨炎
,

椎骨

的纤维结构不良
,

软骨发育不全
,

慢性氟中毒症等
。

近年来 ∃ +
,

和 Π Λ /技术的发展
,

使其诊断更加明确
。

 
Γ

Ν 骨关节炎 骨关节炎为中年以后发病的慢性

进行性关节病
,

其特征为软骨退行性变性及关节边

缘的骨质增生和关节面硬化
。

这是机体对关节面承

受压力能力减退的一种代偿性反应
,

初期为单发
,

至

晚期可为多发
。

活动多和负重大的关节较常患病
。

本病的关节边缘骨质增生常可导致皮神经卡压
,

是

铰针治疗的适应症
。

ς 线平片对本病有确诊价值
。

 
Γ

Ω 皮肌炎 又称多发性肌炎
,

主要侵犯肌肉与皮

肤
,

临床的主要表现为肌痛
,

无力以及皮肤发生实质

性水肿和淡紫红色斑
,

并可伴有不规则发热
,

关节疼

痛与体重减轻
。

起病前往往有指端动脉痉挛现象
,

间歇性指端苍白
,

青紫及疼痛
。

肌炎及退行性变形

性为本病主要病变
。

 
Γ

, 骨软骨炎 骨软骨炎又称骨髓炎
,

是各种化骨

中心在生成期发生的疾病
,

发病原因一般认为与生

长期受伤有关
。

骨髓 由于血液供应中断而引起坏

死
,

此后坏死骨逐渐被吸收而形成新骨
,

直至骨完全

修复
。

临床上患者表现为局部钝痛
,

压痛
,

但位置较

深
,

可与皮神经卡压综合征相鉴别
。

在病程中
,

如诊

治不当
,

则可残留骨的形状异常
,

晚期可能引起骨性

关节炎
。

此病发生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少年
,

是与

皮神经卡压综合征进行鉴别的要点
。

 
Γ

∀ � 类风湿性关节炎 类风湿性关节炎为一种病

因尚未肯定的慢性全身性进行性关节疾患
。

属于一

种结缔组织病
。

其特征为多发性关节炎
,

且时有间

歇期及复发的现象
。

好发年龄为 ∀# 一 Ν� 岁
,

�� 一 ΥΥ

岁多发
,

女性多于男性
。

初起为局部酸痛
,

晨起自觉

有关节僵硬感
,

关节轻度肿胀
,

间有红
,

热
,

积水等现

象
。

此后
,

其肿胀的关节部位逐渐变为梭形
,

并迅速

出现运动限制及肌肉萎缩
。

在关节附近的伸侧和骨

突起处有时出现皮下结节
,

可活动
,

有时直接附着于

肌膛
。

在病变活动期
,

患者血沉显著增快
,

第一小时

血沉可高达 ∀�� Φ 以上
。

类风湿因子试验阳性
。

ς 线早期显示关节肿胀
,

间隙可变窄
,

骨质萎缩
,

至

晚期
,

关节面不规则
,

间隙狭窄或消失
,

最后发生骨

性融合
。

在关节囊和韧带处可见钙化或骨化
。

ς 线

平片对本病的诊断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Γ

4 结节性多发性动脉炎 此病的特点为全身多

个器官或系统的中小动脉发生节段性的炎性变化
。

病因可能是一种变态反应
。

男女性的发病率为 ! Δ +
,

可发生于任何年龄
。

临床症状复杂多样
,

皮损以沿

小动脉分布呈黄豆大皮下结节者为多见
。

此种结节

有疼痛及压痛
。

可自由移动或与皮肤粘连
,

在结节

的中心可发生坏死
,

形成溃疡
。

患者常有不规则发

热
,

多汗
,

乏力
,

肌肉及关节痛或神经痛
。

一般呈缓

解期与加剧期交替
,

可持续多年
,

实验室检查白细胞

常明显增多
,

尤以中性粒细胞为多
。

嗜酸性粒细胞

亦有增多现象
。

血沉增快
,

检尿可发现蛋白
,

红细胞

及管型
。

结合全身症状及实验室检查结果
,

此病的

皮下结节疼痛和压痛不难与皮神经卡压综合征的压

痛性结节相鉴别
。

 
Γ

∀� 痛风结节 此病为先天性核酸代谢异常的疾

病
,

可使尿酸在体内储留过多
,

从而引起上下肢及耳

廓部痛风石结节的形成
,

大小不一
,

血清尿酸增多
,

巨大的痛风结石可见于大关节附近的皮下
,

在下肢

发生者有时可 与风湿性结节的分布相似
,

普通 以指

趾部位多见
,

有时可出现继发性溃疡
,

发作时局部皮

肤发红
,

肿胀
,

发紧
,

发亮
,

自觉痛和压痛明显
,

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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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

Ο − ) � �� 
,

9 自Ξ+互
,

凶Ψ 些

可呈穿凿性病变
。

 
Γ

∀ 滑囊炎 滑囊炎分深层及浅层两类
,

深层滑

囊炎介于骨隆起与肌肉或肌键之间
,

常见于肩峰下
、

坐骨结节
、

大粗隆及跟腔等处
。

浅层者介于骨隆起

与皮肤之间
,

最常见于尺骨鹰嘴
、

骸前
、

第一拓骨头

及跟部
。

滑囊炎可单独由于摩擦而引起
,

或由于细

菌感染所致
,

亦可与类风湿性关节炎或痛风并发
。

 
Γ

∀! 键鞘炎 此病可独立发病
,

或与不同类型 的

关节炎并存
。

多见于手及前臂
。

常见的有外伤性及

感染性两类
,

后者又分为急性化脓性及结核性两种
。

发生病变的键鞘疼痛
,

肿胀
,

压痛及手指功能障碍
。

感染性腔鞘炎呈广泛性肿胀
。

外伤性健鞘炎多由于

腕部或手指长期过度活动所致
,

又分为急性及狭窄

性两种
。

急性者发病急
,

多位于前臂的伸指及伸腕

肌键处
,

肌腔活动时可触及捻发或扎砾样感觉
,

故又

称轧砾性或捻发性健鞘炎
。

狭窄性者发病慢
,

常见

的有挠骨茎突狭窄性键鞘炎和屈指肌健狭窄性健鞘

炎

 
Γ

∀ Υ 风湿性结节 在风湿性关节炎患者
,

有时在

骸腿
,

外躁及足部可见到特殊的结节
。

此病是一种

与溶血性链球菌感染有关的变态反应性全身性炎性

疾病
。

除风湿性结节外
,

还有风湿热
,

关节炎
,

心脏

炎
,

环形红斑等临床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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