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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颈椎骨折脱位的急性颈髓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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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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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无颈椎骨折脱位的急性颈髓损伤的特征和机制
。

方法 对   例无颈椎骨折

脱位的急性颈髓损伤病例进行回顾性研究
,

分析其神经学
、

7 线和 89 :检查结果
。

结果 颈髓完全性

损伤者 ; 例
,

不完全性损伤者 �< 例 = �∀ 例患者有颈椎变性改变∗椎间盘间隙狭窄伴有骨赘形成者 巧

例
,

后纵韧带骨化者 # 例+
,

 例 几 颈椎管 >(
?

4.? 率小于 �
5

; =  � 例可见颈髓受压
,

�< 例表现为椎旁软组

织损伤
。

结论 无颈椎骨折脱位的急性颈髓损伤的重要诱因为颈椎变性改变和发育性颈椎管狭窄
,

致

病原因主要为颈髓受压 = 8 9 :检查有利于查明脊髓损伤的部位和机制
。

【关键词】 脊髓损伤 = 回顾性研究 = 颈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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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共收治急性

颈脊髓损伤患者 ∀Ω< 例
,

其中   例 ∗� Ξ +不伴有颈

椎骨折脱位
,

报告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5

∀ 一般资料   例中男 � ς 例
,

女 # 例 Ψ年龄 ∀; 一

ς � 岁∗平均 Ω<
5

ς 岁 +
。

损伤原因
Ψ
交通事故 �� 例

,

平

地跌倒 ς 例
,

高处跌落  例
,

刀刺伤和重物砸伤颈部

各 ∀ 例
,

自发损伤 ∀ 例
。

损伤机制
Ψ
颈椎过伸性损伤

�! 例
,

屈曲性损伤 � 例
,

刀刺伤 ∀ 例
,

缺血性损伤 ∀

例
。

从损伤到人院的间隔时间为 Ζ % 一  年 ∗�Ω % 以

内 ∀  例 =� Γ一  年 � � 例+
。

颈髓完全性损伤者 ; 例
,

不完全性损伤者 �< 例∗包括急性中央性脊髓损伤 ∀Ω

例
,

急性脊髓前方压迫综合征 ∀ 例
,

脊髓单侧横断性

损伤 � 例
,

脊髓后方损伤综合征 Ω 例
,

单侧神经根损

伤综合征 � 例
,

脊髓一过性损伤 � 例+
。

按照 [,
(

∋∴ Γ

分类
,

≅ 级 ; 例
,

∃ 级 ∀ 例
,

] 级 ∀� 例
。

∀
5

� 影像学观察 所有病例在人院时行颈椎放射

线平片和 8 9 :检查
。

观察内容
Ψ
颈椎的变性改变和

颈椎管矢状径 ∗平片 +
,

硬膜受压
、

脊髓变形
、

髓内改

变以及脊柱周围软组织损伤的情况 ∗8 9 :+
。

∀
5

 治疗方法   例中 ∀# 例行手术治疗 ∗前路减

压融合 ; 例
,

后路减压 ; 例 +
,

其余行保守治疗∗其中

包括不 同意手术治疗者 ς 例 +
,

保守治疗方法为牵

引
、

激素
、

脱水和神经营养
。

� 结果

�
5

∀ 放射线平片检查 �∀ 例 ∗#Ω Ξ +患者表现为颈

椎变性改变 ∗椎间盘间隙狭窄伴有 骨赘形成者 巧

例
,

后纵韧带骨化者 # 例+
。

几 颈椎管 >(? 4. ?
率小于

�
5

; 者  例∗! Ξ +∗>(? 4.? 率即椎管前后直径除以相

同水平的椎体前后直径 +
,

表明发育性椎管狭窄
。

剩

余的 ! 例∗其中刺伤 ∀ 例
,

砸伤 ∀ 例
,

交通事故 ς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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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ς Ξ +未见颈椎异常改变
。

�
5

� 8 9 :检查 人院时 8 9 :显示
,

 � 例 ∗!∀ Ξ +可

见脊髓受压变形
,

其中 # 例为单节段单纯间盘突出
,

� 例为硬膜外血肿
,

∀# 例为多节段突 出间盘或骨赘
,

# 例为 Κ>⊥⊥ ∗< 例合并多节段间盘突出 +造成
。

 例

无脊髓受压者包括刀刺伤 ∀ 例
,

表现为 _ 颈髓密度

高
,

其余 � 例为汽车撞伤
,

7 线和 89 :均无异常
,

保

守治疗后数天恢复
。

�� 例表现为髓内高密度影∗几

或 几 加权像 +
,

∀ 例有脊髓空洞
。

�< 例 ∗ς# Ξ +有脊

柱旁高密度区域∗几 或 几 加权像 +
,

其中椎前 �� 例
,

均为过伸性损伤
,

棘突后  例 ∗屈 曲性损伤 � 例和刀

刺伤 ∀ 例 +
。

�
5

 随访 随访时间平均 < 个月 ∗∀ 个月 一 ∀ 年  个

月 +
。

随访期间
,

几乎所有病例神经功能∗肌肉功能

和肢体感觉 +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

其中 ∀# 例

[,( ∋
∴Χ 4分别功能改善∗ς 例 ∃ 级恢复至 ] 级

,

∀ 例 ∃

级恢复至 ⎯ 级
,

; 例 ] 级恢复至 ⎯ 级 +
。

 讨论
 

·

∀ 损伤机制 ∀! Ω ; 年
,

α (,∋ ΧΦ 川和 介Μ4. , Ο �〕报告

了不伴有脊柱骨骼损伤成急性颈髓损伤病例
,

损伤

机制大多为颈椎过伸损伤
,

⎯达, ∋ ΧΦ 仅报告了  例由

于颈椎屈 曲造成的急性颈髓损伤病例
。

由此
,

人们

认为颈椎的过伸损伤是无骨骼损伤的颈脊髓损伤的

重要因素 Ο Λ
。

本组病例中 ;ς
5

! Ξ为颈椎过伸性损伤

∗  例中 �! 例 +
,

也证实此病的损伤机制主要为过伸

性损伤
。

 
5

� 损伤基础 以往称此病为
“

无放射线异常的急

性颈髓损伤
”〔 〕

,

但此术语除外了具有颈椎变性改变

的颈髓损伤
。

由此可见
,

术语
“

无颈椎骨折脱位的急

性颈髓损伤
”

更符合本病的特征
。

本组 #Ω Ξ 的患者

放射线平片有颈椎变性改变
,

! Ξ 的患者 几 颈椎管

>(? 4.? 率小于 �
5

;
,

表明无脊柱骨折脱位的急性脊髓

损伤的重要诱因为颈椎变性改变和发育性颈椎管狭

窄
。

本组有一例患者
,

无明显诱因
,

在 Ζ % 间逐渐出

现了脊髓损伤的症状
,

通过 8 9 :检查发现有一节段

有一巨大间盘突出压迫脊髓
,

这进一步证实颈椎管

狭窄是此种类型脊髓损伤的重要条件
。

 
5

 损伤发生率 美 国此病 的发生率为 ! Ξ 一

∀# Ξ Ο Ω
,

< β
,

日本为 < <
5

< Ξ Ο # β
。

我们的研究表明此病

的发生率为 � Ξ
。

本组病例的损伤机制以交通事故

最多见
,

由此造成的急性间盘突出症占 ∀; Ξ ∗  例

中 # 例 +
,

而颈椎管发育性狭窄仅占 ! Ξ ∗  例中  

例 +
,

这些可能是造成不同的原因
。

 
5

Ω 损伤病理机制 本研究表明
,

89 :在诊断和认

识损伤病理机制方面很重要
。

人院时的 8 9 :检查

可见 !∀ Ξ病例存在脊髓压迫
,

#∀ Ξ 有脊髓内信号改

变
。

这说明脊髓压迫是造成脊髓损伤的主要病理机

制
。

本研究中
,

几 或 几 加权像也证实 ς# Ξ 的病人

有椎旁软组织损伤
。

椎前区域的异常密度增高表明

前纵韧带的断裂或部分破裂
,

为过伸损伤所致 = 颈椎

后部区域的异常密度增高信号表明后椎旁肌肉或韧

带的损伤
,

多为颈椎的过屈损伤
。

椎旁软组织的

8 9 :表现在诊断脊髓损伤的部位是重要的
,

尤其是

多节段间盘突出的情况下
,

结合神经学检查
,

有利于

确定脊髓损伤节段
。

此外
,

在我们统计中
,

有 # 例外

伤致颈部脊髓损伤
,

仅有椎管狭窄而无放射线检查

异常
,

在进行椎管减压手术过程中
,

发现有骨折脱位

的迹象
,

表现在关节周围的韧带断裂
,

关节明显不

稳
。

这就提示我们
,

有些损伤在一刹那导致椎体移

位
,

造成脊髓损伤后
,

又因瞬间肌肉收缩使椎体恢复

原位
,

故放射线显示正常影像
。

而这种损伤不经手

术治疗
,

必将引起不 良后果
,

所以
,

对于这种脊髓损

伤
,

是一种隐性的
“

无骨折脱位型
”

脊髓损伤
,

8 9 :检

查非常必要
,

使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脊髓损伤的节

段及程度
。

综上所述
,

脊髓压迫是本病的主要致病原因
,

如

89 :证实脊髓受压
,

且与神经学检查相符
,

应积极采

取手术减压及固定治疗
。

同时
,

对于外伤所致脊髓

损伤而无放射线改变的患者应积极采取手术探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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