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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滑脱椎间植骨融合治疗进展
Progress of intervertebral bone grafting for the treatment of lumbar spondylol is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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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椎滑脱的外科治疗原则是减压、复位及植骨融合。而

融合是最终目的 ,本文主要对融合方法进行回顾综述。

1 　生物力学研究

Schlegel 等[1 ]和 Evans 等[2 ]生物力学观点分析 ,人体重力

线通过椎体前方 ,肌肉拉力通向后方 ,80 %的负荷通过椎间

盘 ,椎体间融合最适合生物力学要求。Evans 等[2 ]在对腰椎

融合的生物力学研究后认为椎间植骨应满足以下要求 : ①植

骨的机械强度应高于通过椎间隙的压应力 ; ②植骨能够在对

传导外力时无明显移动以保证骨植入的即时稳定性 ,促进植

骨的融合。Closkey 等[3 ]对生物力学的研究后认为 ,植骨面积

应超过骨性终板 30 %以上 ,可以降低终板疲劳破坏的可能

性。Lee 等对 3 种不同的融合术式能引起的脊柱生物力学改

变进行测定认为椎间融合最强 ,后外侧融合次之 ,后侧最

差[4 ] 。丁宇等[5 ]对下腰部后外侧融合 ( PL F) 和后路椎间植骨

融合 ( PL IF)术式生物力学比较 :单纯 CD 短节段后椎弓根内

固定系统组模拟 PL F 术式 , CD2骨块组或 CD2TFC 组模拟

PL IF 术式 ,认为早期腰椎稳定性无明显差别 ,但疲劳后 CD

组腰椎的稳定性明显下降 ,趋于不稳定状态 ,而 CD2骨块组或

CD2TFC 组比较腰椎即刻稳定性无明显区别 ,疲劳后的稳定

性均优于完整脊柱组 ,其认为不应一味追求新型内固定的应

用。Heggeness 等[6 ]指出植骨块的萎缩性骨不连是由于坚强

的骨折内固定 ,植入骨块的应力保护作用所致 ,这种作用在后

外侧融合术中更明显。

2 　峡部植骨内固定术(单节段内固定植骨术)

1970 年 Buck[7 ]首次对峡部裂处直接修整植骨并用通过

峡部的螺钉作内固定 ,从而使峡部裂在单节段内骨性愈合。

1977 年 Nicol 等[8 ]将内固定物改为节段性横突钢丝固定。国

内成茂华等[9 ]在 Buck 基础上改良张力带法固定经力学分析 ,

能有效地抵抗作用于峡部的剪力 ,且取得 9414 %的优良率。

戴力扬等[10 ]单纯行植骨也取得较好疗效 ,但需坚固可靠外固

定 ,并指出手术成功的关键还取决于椎间盘的退变程度 ,这与

Szypryt 等[11 ]报道相似。关家文等[12 ]报道应用游离椎弓根峡

部嵌入植骨内固定后外侧植骨治疗腰椎滑脱 ,融合率达

100 % ,同时可行减压 ,松解神经根等作用 ,且内固定简单准确

可靠 ,是对 Buck 螺钉法的改进。杨建成等[13 ]应用记忆合金

固定器节段内固定治疗腰椎峡部裂性滑脱取得较好疗效 ,并

与横突钢丝捆绑法、钩螺钉法、Buck 螺钉法进行比较 ,具有操

作简单、不易发生松动、器械断裂等并发症。钱忠来等 [14 ]对

单椎体复位固定系统 (LSRF) 的生物力学研究后认为 LSRF

具有坚强固定和良好的复位作用 ,为椎弓峡部崩裂及滑脱的

治疗提供了新的有效固定方法。在适应证的选择上 ,多数学

者认为病人年龄不宜超过 30 岁 ,但更强调脊柱退行性变程

度 ,主要是椎间盘退变及峡部瘢痕增生情况 [9213 ] 。

3 　后路椎体间植骨术( PLIF)

在 20 世纪 40 年代 Cloward[15 ]率先用后方入路行自体骨

或异体骨椎体间植骨融合术 ,1985 年他报告的临床优良率达

87 %～92 % ,植骨融合率为 92 %。但在早期一些学者试采用

该方法进行手术 ,出现了植入骨块下沉、移位向后方脱出、假

关节形成等并发症 ,而且获得的融合率远远比 Cloward 报道

低。究其一个重要原因 ,单纯用椎体间植骨融合术而未行椎

弓根螺钉内固定系统。Steffee 等 [16 ]在行后方入路椎体间植

骨的同时行椎弓根螺钉内固定系统取得较好疗效 ,其后国内

学者类似报道较多均取得较好疗效 [17 ] 。

4 　后侧及后外侧植骨融合术( PLF)

后外侧、后侧植骨融合术中合用短节段椎弓根内固定系

统的报道较多 ,这里不再综述。张惠明 [18 ]介绍应用髂骨外板

行椎板成形术治疗腰椎滑脱 ,其优良率为 100 % ,同时达到后

侧、后外侧融合 ,重建了后中柱结构 ,使脊柱更稳定 ,并减少了

椎管内瘢痕的形成。翟文亮等[19 ]应用钛网行后路融合椎管

成形术 ,使硬膜囊及脊髓免于受压 ,可以达到椎板植骨融合所

要求的大量紧密植骨 ,保证脊柱融合的成功 ,为治疗腰椎滑脱

PL IF 提供一种可行性的术式。

5 　椎间笼的应用

自 1992 年以来 Kuslich 施行第一例后路植入 BA K以来 ,

以多孔螺纹状椎间融合器行腰椎椎体间融合术逐渐增多。因

其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植骨块吸收、椎间隙塌陷及减少附加

内固定应用等优点。Ray[20 ] 1992 年报道 218 例以 TFC 行

PL IF 的 2 年以上随访结果 ,认为是一种确实可行的术式。

Tiland[21 ]认为两侧上下关节突切除超过 50 %以上的会产生

椎体节段旋转不稳定 ,而这种不稳从生物力学测试中表现是

植入的 Cage 所不能克服的 ,这会严重影响椎节的融合效果 ,

这时有必要行附加的带横杆的椎弓根螺钉装置来提高。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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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2 ]对后斜向单板融合器行 PL IF 的生物力学研究结果认

为 ,其垂直压缩钢度、左侧弯曲钢度、双向扭转钢度及屈曲伸

展钢度等生物力学稳定性均较双侧椎板小关节切除的双枚

Cage 优。并认为必要时仍需附加椎弓根螺钉系统。该术式

仅需切除单侧小关节突和半椎板 ,从而尽可能地保留了脊柱

后部结构 ,增加了融合术后的椎节稳定性 ,尤其适用于单侧神

经根受压病例。黄彦杰等[23 ]用腰椎体复位器术中复位后植

入椎间笼 ,行 PL IF ,解决了椎间笼无复位作用的缺点。吕国

华等[24 ]认为单纯 TFC 融合限用于 Ⅰ度以内的椎体滑脱且宜

前路以减少腰椎后部结构的破坏 ,对 Ⅱ度及以上宜合用节段

性内固定器复位固定。

6 　其它

611 　髓核组织对植骨融合的影响 　有文献报道椎间盘髓核

组织能明显刺激白细胞 ,增加金属蛋白酶、一氧化氮、白介素

6 和前列腺素 2 等细胞因子的含量 [25 ] ,这些细胞因子已被证

实能抑制成骨细胞的增殖和骨的重建。但孙常太等 [25 ]用猪

的髓核为实验对象认为 ,6 周内猪的髓核组织并不影响椎体

间植骨的融合。

612 　植骨材料 　唐开等[26 ]观察组织工程复合骨移植材料在

兔腰椎椎体间脊柱融合愈合的情况 ,分析对比后认为旋转细

胞培养方法构建的骨髓基质来源的成骨细胞钙磷陶瓷复合骨

移植材料椎体间脊柱融合率优于自体髂骨移植 ,可以替代自

体髂骨进行椎体间脊柱融合 ,复合骨移植材料中结合骨生长

因子 VhBMP22 能够进一步加强脊柱融合的生物力学强度。

王继芳等[27 ]应用同种异体冷冻干燥股骨皮质骨环加自体松

质骨治疗椎间融合取得较好的融合率 ,并符合生物力学要求。

613 　关于减压问题 　贾连顺等 [28 ]认为减压是否充分直接影

响疗效 ,必须对滑椎引起的病变和神经根压迫有正确的认识 ,

否则椎板和骨性组织切除过多也不一定使减压彻底 ,在滑脱

节段减压时应充分显示受嵌压的神经根从始部直至椎间孔 ,

硬膜囊内的神经根受压也应不予忽视。

综上所述椎间植骨融合短节段内固定系统治疗腰椎滑脱

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随着椎间笼形态设计多样性出现 ,椎间

植骨块形态的合理设计也将更多地应用于临床 ,复合骨材料

在临床的广泛使用也将应用于椎间植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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