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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蒂椎板内板切除原位回植术治疗椎管

狭窄症

李文基
,

潘维文
,

覃辉

#肇庆市端州区人民医院骨科
,

广东 肇庆 ! ∃ % & ∋ &(

摘要 目的
)

探讨一种治疗腰椎管狭窄症的方法
,

使术后脊柱解剖结构及椎管形态较接近生理状

态
。

方法
)
设计带蒂椎板内板切除后原位回植的方法治疗椎管狭窄症 ∗∋ 例

。

分析患者手术前后椎板厚

度
、

椎管截面积
、

临床疗效
。

结果
)

术后椎板厚度 姚
、

+ ∋
、

蛛 分别减少至 #∋
,

−∗ 士 �
,

�#( ( .
、

#∋
,

∀− 士

&
,

∗% ( .
、

#!
,

�& 士。
,

∗ �( .
,

平均厚度#∋
,

∗� 士 &
,

∗!( 二
� 。

椎管截面积 + /
、

场
、

姚 下缘层面分别扩大

至#� ∋−
,

%% 士 � ∃
,

−∃ ( .
∃

、

#� ∗%
,

∋ % 士 ∃∋
,

∗ / ( .
∃

、

#� ∗% ∗ − 士 ∃ / &∗ ( 012
3 ,

平均截面积 #� ∗ /
,

% % 士

∃ %
,

∃∀(
4� 5 ”∃ 。

各项指标与术前比较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尸6 &
,

& & �(
。

术后随访 ! 一 − 年
,

按疗效评定

标准
)

优 ∀/ 例
,

良 �% 例
,

差 ! 例
。

结论
)
腰椎管狭窄症的致窄因素除了关节突内聚肥大

、

黄韧带增厚之

外
,

椎板肥硕增厚也是重要的原因
,

治疗方式应针对这些病理改变而设计
。

治疗应扩大椎管容积
,

在此

基础上应尽量减少解剖结构的切除
,

使术后脊柱的稳定性较好  还应恢复椎管截面类圆形的生理形态
,

使适合脊髓神经根容纳
,

利于神经功能恢复
。

关键词 椎管狭窄症  外科手术  稳定性
)
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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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 ∗ / 年 � 月开始
,

针对腰椎管狭窄症伴一侧

肢体症状体征 的临床问题
,

我们采取保留后韧带结

构的椎板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治疗
,

取得 了较满意

的结果川
。

其不足之处是未能解决伴双侧肢体症状

体征的临床问题
,

基于此
,

我们 自行设计带棘上
、

棘

间韧带蒂的椎板
,

切除内板后原位回植 #对合外板 (

的方法来治疗
。

报告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 临床资料 本组 ∗∋ 例
,

男 !− 例
,

女 /% 例  年

龄 ∃� 一 %/ 岁
。

按《腰椎不稳与腰椎管狭窄症专题研

讨会纪要》的标准 χ ∃〕选择病例
)
有典型的腰痛

、

双下

肢麻胀痛
、

间歇性跋行
、

肌力减退
、

感觉障碍
、

躁反射

异常等症状体征
。

手术节段的确定
) ∴ �

、

扫描检查椎

板厚度大于 ∀

.
。

椎管截面积少于 � &&
01 1 Ω3 。

狭

窄部位
) 场∀ 例

,

与 ∋% 例
,

场∃/ 例
,

与
、

姚 两个部位

�− 例
。

�
,

∃ 特殊器械 硬膜囊保护器
) 用厚 �

. 铝合金

金属片制作
,

为一长 ∃ & ≅ 2
,

宽 ∃
,

! ≅ 2 的长方形金属

片
。

�
,

/ 手术方法 以 与 椎板回植为例
)
病人俯卧

,

后

正中切口入路
,

牵开双侧椎旁肌
。

用棘突打孔器分

别在 场
、

蚝 棘突打孔#备用 (
,

用神经剥离子紧贴 与

椎板内板分开 与
、

! 双侧黄韧带在 场 椎板内板的附

丽
,

同法分开 姚
、

∋ 双侧黄韧带在 场 椎板内板的附

丽
。

用电动摆锯在关节突内缘 ∃
. 处切断 场 双侧

椎板
,

切断 4[’
、

!
棘上

、

棘间韧带
,

将 与 棘突
、

双侧椎

板向上翻起
,

至此
,

带 场
、

∋
棘上

、

棘间韧带蒂的 与 椎

板已分离完毕
。

切除 吮
、

∋ 、

场
、

!
双侧黄韧带

,

用神经

剥离子将硬膜囊
、

神经根拨向中线
,

置人硬膜囊保护

器保护
,

用电动磨钻扩大侧隐窝
,

切除增生肥大关节

突的内缘
,

同法处理椎管的另一侧
。

若伴有椎间盘

突出或椎体后缘骨赘形成压迫硬膜囊的病例
,

同时

切开椎间盘取髓核或切除增生的骨赘
。

用有齿血管

钳夹住 场 棘突固定双侧椎板
,

用电动磨钻切除肥硕

增厚的 与 双侧椎板内板
。

冲洗切 口
,

将 与 椎板原

位回植 #对合外板 (
,

用 角针穿 / 条 ∀ 号丝线
,

经过

场
、

4一 棘突孔缝合 场
、

!
棘间韧带

,

棘上韧带也缝合

� 针
。

切 口置 � 条胶管引流
,

逐层缝合切 口
。

术前
、

术

后常规影像
。

术后胶管引流接负压瓶
,

引流管于术

后 ∃∋ 一 ∋ − Β 拔除
。

术后平衡翻身
,

避免扭曲脊柱
,

翻

身后腰背部置一长条状枕
,

让患者侧卧位 ∋!
。

休息
。

卧床 − 一 �∃ 周拍 δ 线或 ∴ �
、

片
,

显示椎板断裂间隙

消失 #骨折愈合 (后用腰围保护下床功能锻炼
。

�
,

∋ 测量评价方法 � 手术前后 � 线片
、

 !
,

扫描

检查
。

在手术节段椎体下缘层 面的  !
,

扫描 图像

上 ∀ # 测量手术前后椎板厚度 ∃ 图 % &
。

∋ 按 赵建民

等〔“〕的方法测量手术前后椎管横截面积
。

( 把病例

的椎板厚度分为 场
、

与
、

蜕 椎板组
,

椎管截面积分为

场
、

与
、

蚝 下缘层面组
,

各组术前后测量结果的比较

用配对 ) 检验
。

∗ 按术后 � 线片结果确定椎板愈合

时间
。

图 % 测量椎板厚度示意图
∀
在关节突关节腔外缘与棘

突的基底部作一连线
,

再作此连线的垂直平分线
,

测量

椎板内
、

外板与垂直平分线相交的两点距离为椎板厚度

+, −
.

! 人玺经%/丽0−
# ∋,叹1− 2 3 −2 0

二% 4 ,25 67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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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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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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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Δ!〔袋 Η7 、吧八2 !卫%%% Χ!#)2

Ι 结果

各组椎板厚度
、

截面积与术前比较差异有非常

显著性意义 ∃表 %
,

尸 ϑ Κ
.

ΚΚ% &
。

椎板愈合时间 Λ 一

%Ι 周
。

术后随访 /一 Λ 年
,

疗效标准评价Μ“」∀优 ΝΟ 例
,

良 %Π 例
,

差 / 例
。

表 % 手术前后椎板厚度
、

椎管截面积比较∃厉 士
∀ &

Θ# ∋
.

% Κ 用1 Χ#= ,96 0 67 )<2 )<, Φ8 0 2 粥 6 7 4 2 =)2 ∋= #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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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
术 前 术 后 ) 值

椎板厚度 ∃Γ &

气Ρ 曰�、� 八 !!勺∀∀,、#
∃

⋯
,
了门%&!∋!

气‘
刁
且内%

()∗∗+++,场玩妈

合计

椎管截面积 −皿
. / 0

+∀
∃

1 ( 士 +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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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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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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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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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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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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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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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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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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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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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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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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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坑垅

用配对 5 检验
,

各组与术前比较
,

尸 6 ∀
∃

∀ ∀+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史主国量鱼鱼∃些 生卫业笙 迁鳌赛5丝巴二互四
,

坦担」〕坠鱼鱼
卫Ψ?Ψ(少

,

吻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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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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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随着临床研究的不断深人
,

后路切除后部结构

减压治疗椎管狭窄症引起的脊柱不稳等外科问题已

为学者关注风
!〕

,

后部结构在维护脊柱稳定 中的重要

作用 日益受到重视占’
,

“〕
,

近年来学者们纷纷摈弃了切

除后部结构的治疗方式
。

有效化的手术原则 一 即解

剖结构切除有限化和椎管减压有效化 已为大多数学

者接受
,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 已有较多的改良术式应

用于临床
,

并取得不同的治疗结果
。

这些治疗方法

大致可分为两类
,

即椎板选择性开窗和后移回植
。

这些治疗方式虽有解剖结构切除较少的优点
,

但随

着影像学检测手段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

对腰椎管狭

窄症的病理
、

脊柱生理认识的不断深入
,

这些治疗方

式不足之处亦被显露出来
) � 虽有较好的临床治疗

结果
,

但术后影像学的显示结果未能令人满意
,

未能

有效扩大椎管矢径
、

横径
、

截面积
,

使脊髓
、

神经根减

压的彻底性
、

永久性受影响
,

临床治疗结果似难以用

影像学的资料来说明 Σ ( 多节段椎板开窗术削弱后

部结构的张力带作用
,

影响脊柱负重的稳定性
,

还局

灶性破坏椎管后壁的遮蔽作用
,

难免术后粘连疤痕

压迫等
,

且未能扩大椎管容积
,

这似与椎管狭窄症需

减压扩大椎管容积的治疗原则相悖
,

未能从根本上

治疗椎管狭窄症的病理改变 Σ ∗ 后移回植虽能扩大

椎管容积
,

但未能扩大横径
,

术后椎管后壁未呈类半

圆弓状结构的生理形态
,

使脊髓
、

神经根在椎管内的

容纳受影响
,

不利于神经功能的恢复
。

多种原因可致腰椎管狭窄引起椎管内脊髓和神

经受压
,

其致窄病理因素除了关节突内聚肥大
、

黄韧

带增厚之外
,

我们认为椎板肥硕增厚也是重要的原

因
。

我国椎板的厚度少于 Ν !!> !! Ν〕
,

本组平均 ∃%Κ
.

%Λ 士

%
.

/Λ & Γ
,

最厚达 %Ο
.

ΝΚ Γ
,

说明椎板肥硕增厚内

板凸向椎管压迫硬膜囊而产生相应的症状体征
。

关

节突内聚肥大使神经根通道狭窄而产生症状体征
。

我们认为既然诊断是椎管狭窄症
,

治疗就应服从于

诊断
,

治疗的思路应从诊断展开
,

应与诊断相吻合
,

相辅相成
,

思路的基本原则应是扩大椎管容积
。

开

窗减压似难有效扩大椎管容积
,

治疗难以与诊断相

吻合
,

其治疗结果似难解释诊断
。

我们的治疗思路

从扩大椎管容积着眼
,

针对上述两点病理改变而设

计治疗方式
一 即切除肥硕增厚的椎板 内板 以扩大矢

径减压硬膜囊
,

切除内聚肥大的关节突内缘 以扩大

横径减压神经根
,

椎管容积随着矢径
、

横径的扩大而

扩大
。

在此基础上既要尽量减少解剖结构的切除
,

使脊柱稳定性较好
,

又要使手术后椎管的结构接近

生理形态
,

适合脊髓
、

神经根容纳
,

这是我们的出发

点
。

基于这样的思路
,

我们设计了带棘上
、

棘间韧带

蒂的椎板
,

切除内板后原位回植 的方法来治疗椎管

狭窄症
。

回植椎板我们未行固定
,

在关闭切 口前
,

先用

Ο条Ν 号丝线经过棘突孔缝合棘间韧带
,

此结一定要

打得松紧适 中
,

过紧会引起椎板后移
,

过松会导致椎

板跌入椎管
。

打完此结后
,

棘上韧带再缝合 % 针固

定
。

然后先缝合回植椎板部位的腰背筋膜
,

在打紧

此结之前
,

应用食指和中指们摸双侧椎板外板
,

在保

持对合状态下
,

打紧此结
。

再缝合其他部位的腰 背

筋膜
,

这样回植 的椎板不易移位
。

本组 尚未发现回

植椎板侧方移位
、

后移
、

跌人椎管等情况
,

这可能与

双侧骸棘肌对双侧椎板的压力相等及缝合棘间韧带

的松紧度有关
。

术后平衡 翻身也十分重要
,

避免扭

曲脊柱
,

以免回植椎板移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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