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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状突加冠综合征 %

5.0T*EC CE*J JU*C.04E

'

'VW

&由
X03HE/

等(

#

)进行描述'发病普遍被认为是晶

体沉积病造成的* 其临床表现为急性发作的上颈部

疼痛+僵硬和发热'影像学上表现为齿状突形似,皇

冠-状* 其预后常常是良好的(

!Y=

)

'多数情况下钙化灶

可在
&

个月左右自行消失(

ZYQ

)

* 有研究显示'

'VW

的

发病率在
:Z

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可高达
=Z[

(

>

)

'但

临床医师常常不会重视发病率'或将
'VW

误诊为脑

膜炎等有相似临床表现的疾病' 增加不必要的检查

或治疗(

=

'

:

)

*本文旨在探讨
'VW

的国内外临床研究现

状'将其发病机制+诊断与治疗在此作一综述*

!

病因及发病机制

!" !

晶体沉积病

!" !" ! 'GGV

晶体沉积病 大多数国内外学者认

为'

'VW

的最主要病因是晶体沉积病'其中以二水焦

磷酸钙盐晶体沉积病 "

5+85)34 1U.01(0J1(+/E C)(UK

C.+/E CE10J)/)0* C)JE+EJ

'

'GGV

&最多见(

=

)

*

W+8+LL)

等(

$

)

分析
'2

扫描显示枕颈交界处存在任何因素引起齿

状突周围组织钙化的患者'

=$

例中有
!Z

例"

Z@[

&有

'GGV

的齿状突周围冠状钙化*

A0CL.)*Y7+8*E/

等(

@%

)

认为在
'2

扫描结果中' 约
:%[

的十字韧带钙化与

'GGV

晶体的沉积有关*

'GGV

常常可沉积在
'@Y'!

关节周围'累及齿状突及其周围韧带'其中以十字韧

带+ 黄韧带+ 寰椎横韧带即后纵韧带的钙化多见*

2+*)D35()

等 (

@@

)推测晶体沉积引起的局灶性无菌性

炎症可刺激
'

@

或
'

!

神经根' 并在旋转时引发颈部

疼痛* 而
'GGV

的发病又与许多因素相关'这种沉积

的病因尚不清楚(

>

)

'

7+J)8E)0J

等(

@!

)提出其似乎与三磷

酸腺苷分解增加导致关节中焦磷酸水平增加有关'

齿状突加冠综合征临床诊治研究进展

俞益康!许超!姜献!周红云!范鑫!张文恺

"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浙江 杭州
&@%%Z&

&

!摘要" 齿状突加冠综合征!

5.0T*EC CE*J JU*C.04E

"

'VW

#是以齿状突周围发生$冠状%钙化沉积为主要影像学表

现"以头颈上部急性发作的疼痛&僵硬&发热甚至出现颈髓压迫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组综合征"普遍被认为是晶体

沉积病造成的'

'VW

的临床表现常常类似于脑膜炎"常常伴有血液中炎性标志物的升高"因此非常容易造成漏诊和误

诊"临床上易被施以错误的或不必要治疗( 目前
'VW

的诊断以
'2

中的影像学表现为$金标准%"治疗以
9<W\VJ

药物

和皮质类固醇药物为主"其预后往往也是良好的"基本上发生此病的患者在
&

个月内其影像学表现完全消失(

!关键词" 齿状突加冠综合征) 诊断) 治疗) 综述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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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遗传因素!

:9;<

基因"也参与其中#但其具体作

用机制还未阐明$

!" !" # <:

晶体沉积病 羟基磷灰石!

(=>.0?=+1@

+/)/A

#

<:

"是人体骨骼组织主要成分$

B53/A88+.)

等%

C&

&

认为#

<:

晶体沉积物可以明确引发
'DB

#但情况罕

见#且只影响中年妇女$ 并且他们认为#

'DB

的晶体

沉积物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二水焦磷酸钙!

'EED

"#但

也可以为羟基磷灰石!

<:

"$

F+85+

等%

G

&认为
<:

沉积

及齿状突周围
'EED

沉积引起的
'DB

可以有相同的

临床及影像学表现$

H03IA/

等%

C

&人最早指出颈部的

<:

常常沉积在颈前肌群肌腱或椎间盘#然而
'EED

常常沉积在椎间盘'颈椎黄韧带'椎间关节或者说在

横韧带上$ 目前临床上案例报道大多显示
'EED

疾

病产生
'DB

的概率要高于
<:

晶体沉积病$

!" #

年龄'性别因素

很多报道显示
'DB

的发病与年龄性别因素相

关$

B53/A88+.)

等%

C&

&认为#

'DB

主要影响女性#平均年

龄为
G%JK"

岁$

-L+

等%

CM

&统计了
K!

例
'DB

患者#发

现
'DB

通常发生在老年人#平均年龄为
KC6M

岁$ 在

一项
! """

多例急性颈部疼痛患者的回顾性研究

中#

'DB

的患病率为
!N

# 大多数为女性患者 #占

G"N

#且患者年龄都较高%

$

&

$

B+*0

等%

CO

&分析了
OOM

例

门诊患者的颈部
'2

结果后发现女性齿状突周围冠

状改变的发生率高于男性# 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加患

病率明显增加$

9+L+*0

等%

CK

&提出#目前齿状突加冠

综合征已是老年人中罕见但未被临床医师所认识的

严重颈部疼痛原因$

!" $

相关疾病因素

至今为止# 临床研究者们都无法得出一致的与

'DB

发病相关的疾病因素# 但最主要的观点为疾病

引发炎症学说$

P(

等%

CG

&提出全身炎症性疾病可以引

发与齿状突周围钙化$

9+L+*0

等%

CK

&指出#发生心肌

或脑缺血后可以发生
'DB

的发展#这表明严重疾病

可能引发炎症反应#进而诱发
'DB

$

B+*0

等 %

CO

&发现

脑梗死患者中# 存在齿状突周围组织钙化的数量高

于其他疾病患者#提示脑血管病变与
'DB

可能存在

相关性$

9+L+*0

等%

CK

&并且报道了
C

例在内镜行胰胆

管造影 !

QR'E

" 后发展为患有发热和颈部疼痛的

'DB

患者$

S(+*T

等%

CU

&指出糖尿病未得到有效控制

后# 患者的高血糖状态可能与
'DB

的发生发展有

关$

B+8+VV)

等%

$

&认为#患有风湿性多肌痛!

108= 4=+8@

T)+ .(A34+/)5+

#

EFR

"的患者在使用类固醇治疗时可

能会导致软骨钙质沉着病的发生$

H+=W+8

等%

K

&认为系

统性
'EED

沉积病的发生可能与几种代谢性疾病倾

向有关(如甲亢'血色病'痛风'高磷酸血症'

X)8W0*

病$ 年龄' 遗传因素以及各种生理失衡均可诱发

'EED

晶体的形成$但也有病人的病史未能显示与这

些因素的相关性%

K

&

$

!" %

其他因素

'DB

是焦磷酸关节病造成关节损伤的一个具体

方面#类似于骨关节炎'痛风#常在慢性
'EED

疾病

中出现$

9+L+*0

等%

CK

&提到#

'DB

的发病机制涉及炎

性细胞吞噬晶体# 从而在关节内引发一系列炎症反

应$ 虽然
'EED

病可出现关节和关节周围钙化#但其

他晶体也可产生类似的钙化$

'EED

晶体沉积疾病分

为散发性'遗传性或继发性 %

C&

&

$ 因此#遗传因素'外

伤'炎症和许多疾病的存在都可以影响
'DB

病程的

发展%

G

&

$ 但目前尚没有具体的研究可以证明这些因

素与
'DB

的相关性$

#

临床表现与诊断

#" !

临床表现

齿状突加冠综合征 !

'DB

" 由于其疼痛发作急

骤' 剧烈而类似于痛风表现的特征也被称为颈椎急

性假性痛风$

7+W)8A)0W

等%

C!

&发现#大多数
'DB

患者可

以在其他关节出现假性痛风症状# 这一事实支持最

常见的是由
'EED

沉积疾病引起的综合征$

'DB

的

典型临床表现类似于脑膜炎三联征( 急性头颈部疼

痛'僵硬'发热$ 因此常常被误诊为脑膜炎而接受不

必要的穿刺检查及抗感染治疗%

M

#

$

&

$ 在
-L+

等%

CM

&的研

究中#在
K!

例发现
'DB

的患者中#常见症状包括颈

部疼痛!

C%%N

"#颈部僵硬!

$UN

"和发热!

U%6MN

"$ 较

少情况下#当齿状突周围冠状钙化压迫颈髓时#可以

产生四肢肌力减弱的神经症状# 常被施以减压术治

疗 %

O

&

#而其慢性复发时容易被误诊为颈源性疼痛或

枕神经痛%

C$

&

$

'DB

的另一典型特征为颈部活动受限#

2+*)T35()

等 %

CC

&和
Y0/0

等 %

!%

&指出颈部旋转时发生疼

痛加重可能是诊断颈枕痛患者
'DB

的线索#这可以

快速区别于脑膜炎$

;3.)(+.+

等%

!C

&指出#用每秒
!

至

&

次的频率摇动颈部而导致头痛恶化的表现# 以诊

断脑膜炎的敏感性仅为
!CN

#而对于诊断
'DB

#在最

近的研究中这一表现的特异性为
U&N

$

#" #

诊断

#" #" !

影像学检查诊断 临床上常用于诊断
'DB

的影像学方法为
'2

或
EQ2Z'2

# 颈部
'

C

Z'

!

段平扫

发现齿状突周围钙化沉积为临床诊断的 )金标

准*

%

M

#

U

#

C"

#

C!

&

$

-L+

等%

CM

&人研究发现#在诊断
'DB

中#最

有用的方式是
'2

#诊出率为
$K6CN

$

'2

可以明确显

示在齿状突周围的钙沉积# 主要集中在寰椎横韧带

!

2[:

"$但在长期的
'2

随访中#由于钙化灶的吸收#

常可见到
'DB

影像学表现的消失$ 由于齿状突的钙

化常常是发生在齿状突的后方#故
\

线只能在正位

片上看到齿状突冠状钙化沉积# 而在侧位片上则不

$K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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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

"

:

#

$而周围其他关节%腕&膝&耻骨联合'的
;

线

检查有助于确定该病是否是由于
'<<=

或
>?

晶体

引起的"推荐用于常规的患者管理 !

@&

#

$ 其中"

A+8+BB)

等!

$

#提出
'<<=

疾病的诊断方法为(若用补偿偏振光

显微镜鉴定到患者周围关节液中存在二焦磷酸钙晶

体" 或观察到周围关节典型的
;

线钙化 %软骨钙

化'"则诊断为有明确的
'<<=

$当这
!

个标准中只有

@

个存在时"患者被诊断为疑似的
'<<=

$

CDE

在诊

断
'=A

中可以起到判断是否有炎症产生"而对钙化

灶的发现不敏感" 也可用于观察是否有颈髓压迫发

生!

F

"

@@

"

!!

#

$

C+/G343.+

等!

!&

#提出"

;

线片和
CDE

在齿突

加冠综合征中的诊断作用远不及
'2

$ 另外"骨闪烁

扫描也可用于辅助诊断"但特异性不强!

:

"

H

#

$

!" !" !

实验室检查诊断
-I+

等!

@F

#认为"

'=A

患者

中大多数在血清实验室检测中可以显示升高的炎症

标志物"检出率为
HH6&J

$

'=A

中约
@ K &

的病例有发

热及
LAD

升高的表现!

#

#

$多数病例可以有
'D<

&白细

胞计数的升高"但经常规抗炎治疗后可恢复正常 !

F

#

$

A53/M88+.)

等 !

#&

#认为"由于
'<<=

引起的
'=A

患者普

遍存在假性痛风"因此周围关节穿刺检查发现
'<<=

晶体可以提示
'=A

$

N0O+

等!

H

#指出降钙素原的测量

有助于
'=A

的诊断"其水平降低可以提示
'=A

$ 其

余实验室检查如白细胞计数&脑脊液&类风湿因子等

检查有利于
'=A

类似疾病的鉴别诊断"但其诊断意

义并不大!

F

#

$

!" #

常见的鉴别诊断

'=A

要注意与多种临床类似疾病相区分" 以减

少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 脑膜炎是最常见的易与

'=A

混淆的疾病"由于其临床表现十分相似"均为头

颈疼痛&僵硬&发热的三联征表现"但如能确认
'<<=

晶体的存在常可排除脑膜炎!

:

"

@&

#

$ 另外"

'=A

也需要

注意与痛风&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臂痛"枕颞头痛!

@$

#

"

颈总肌钙化形成的肌腱炎&脊椎椎间盘炎&咽后脓肿

等相区别$神经科医生则需要注意与帕金森综合征&

硬膜外转移瘤&斜坡脊髓瘤&枕骨大孔脑膜瘤等疾病

相鉴别"以避免不必要的外科手术治疗!

!F

#

$在老年患

者中"要尤其注重
'

@

P'

!

部的
'2

表现"结合临床表

现对
'=A

进行正确的诊断$

#

治疗

#" $ 9A?E=G

药物

'=A

最早应用双氯芬酸肌肉注射治疗 !

#

"

:

#

"且显

示有良好的缓解疼痛效果$

-I+

等!

#F

#发现最有效的

治疗
'=A

的方法是使用
9A?E=G

药物" 总有效率为

HQJ

"通常会在用药后几天或几周内显著缓解症状$

目前"非甾体类抗炎镇痛药物被视为一线抗
'=A

治

疗药物$

2+R)4+

等 !

!Q

#对
Q

例
'=A

患者使用
9A?E=G

药物治疗后" 患者的颈部疼痛至多在
#% O

内缓解$

但对于有些患者"

9A?E=G

药物并不能有效缓解疼痛

症状$

#% !

皮质类固醇药物

皮质类固醇药物常常与
9A?E=G

药物联合使用

以治疗
'=A

引起的急性疼痛$

2+I+(+G()

等 !

!F

#在对

&Q

例
'=A

患者的治疗中发现"与
9A?E=

相比"结果

皮质类固醇治疗后
'D<

水平和疼痛评分得到明显

改善%

!S%6%#

'$

E*03M

等!

F

#认为大剂量类固醇药物在

老年患者中使用容易引起严重的并发症" 譬如肺部

感染" 因此建议使用低剂量的类固醇药物" 或与

9A?E=G

药物联合作为标准治疗方案 !

#%

#

$ 另外 "

9A?E=G

和类固醇药物使用后颈部疼痛迅速缓解可

被视为
'=A

诊断的依据之一!

Q

#

$

#" #

秋水仙碱

T(

等 !

&

#发现"部分
'=A

患者在使用
9A?E=G

和

糖皮质激素后疼痛缓解不完全" 但在
'

#

P'

!

病变中

用皮质类固醇药物注射可以缓解" 表明上述两种药

物并不能完全解决所有
'=A

的疼痛症状 $

N*)M.

等!

!!

#在其报道的病例中指出"对于顽固性的
'=A

病

例"可以使用秋水仙碱治疗$但其应用相对糖皮质激

素和
9A?E=G

药物较少"而且疗程较长"可以在其他

两类药物使用无效或效果不佳时使用$

#" &

其他治疗

另外"

2+*)U35()

等!

##

#指出"捏脊手法%

5().01.+5V

/)5 4+*)138+/)0*

'治疗对
'=A

症状的改善有作用$ 尤

其适用于慢性颈痛的患者"属于物理疗法之一$对于

'=A

引发的肌肉僵硬等症状"另外"肌肉松弛药如盐

酸替扎尼定&膏药治疗可以用作对症治疗方法!

@@

#

$对

于有原发疾病的患者" 如合并甲亢& 糖尿病等疾病

时"可以使用抗甲状腺激素药&降糖药等治疗原发疾

病"以改善患者预后$

&

展望

'=A

的诊断与治疗在国外已经有了较多的认

识"

'2

作为诊断
'=A

的)金标准*已经得到临床医

师的重视$

!"@!

年加拿大风湿病协会年会的一项非

正式调查显示"

F"

位接受过风湿科医生调查的风湿

病专家中"

&$

位在检查急性颈部疼痛患者期间从未

考虑诊断
'=A

!

&

#

$ 而神经科&骨科医生亦是此病种接

触的主体"应当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

'=A

的发病率

在老年人群中并不低"早期诊断
'=A

有助于避免不

必要的检查和外科治疗"可以帮助患者减少医疗支出$

'=A

在我国的发病率也不容忽视" 主要集中在

老年女性人群中$ 虽然大多数
'=A

患者的预后较

好"但
W(+*U

等!

@H

#曾经报道
@

例晚期
'=A

病例"

;

线

显示弥漫性齿状突钙化" 椎间盘破坏性病变和关节

$XX

" "



!"#$ !"#$% #%&' &!(' #%) '()*+ , -./(01 2.+34+

!

-5/6!%#$

!

7086&!

!

906#%

突关节破坏!并且患者可以伴发严重的神经症状"因

此!对于
':;

患者!早期的诊断与治疗是有必要的"

综上所述! 临床骨科医生在遇到急性颈部疼痛

的患者要进行特别观察!考虑是否为患有
':;

!必要

时要结合
'2

中的影像学来辅助判断" 如患者存在

外伤史!不可盲目对患者进行手术治疗!要在药物治

疗后再次观察患者的影像学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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