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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单节段腰椎间盘切除术"""引流放还是

不放

张志成!张阳!张立志!孟浩!杜培!王秀虹!刘秀梅!李放!孙天胜

#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骨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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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评估显微镜下单节段腰椎间盘切除术不放置引流管的安全性和可行性" 方法!对
!"$F

年
$

月至

!G$H

年
F

月选择显微镜下椎间盘切除术治疗的单节段腰椎间盘突出症
$%I

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男
HI

例$女

&"

例%年龄
$FJ&G

&

!F7%KI7&

'岁" 根据术后是否放置引流管分为引流管组(

EF

例)和无引流管组(

IE

例)* 记录年龄+性

别+手术节段+体质量指数+症状持续时间+随访时间+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下地时间+住院时间+引流组术后拔除时

间及引流量+术后体温" 比较术后第
$

+

%

天仰卧静息状态下切口疼痛视觉模拟评分(

6);3+9 +*+90=3< ;A+9<

$

8LC

)$术前

及术后
% B

$

$

+

%

个月下地活动时腰痛及下肢放射痛
8LC

" 观察术前$ 术后
$

+

%

个月时
-;M<;/.N

功能障碍指数(

-;O

M<;/.N P);+Q)9)/N R*B<S

$

-PR

)" 计算症状性切口血肿+切口愈合不良+切口感染+神经功能障碍加重及进行性变化+非计

划二次手术等并发症的比率" 结果!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手术节段+体质量指数+症状持续时间+随访时间+手术时

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体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住院时间和下地时间无引流组短于引流组(

!TG7GGG G

)" 无引流组在术

后第
#

+

%

天切口疼痛
8LC

评分优于对照组(

!UG7GI

)"术后不同时间患者腰痛
8LC

和
-PR

较术前明显减轻"两组病例

均未出现症状性血肿%术后神经功能障碍即刻加重两组各出现
#

例$均表现为感觉障碍加重$无神经功能进行性加重$

经观察后感觉障碍恢复%切口感染两组各出现
#

例$均经药物治疗治愈%切口愈合不良两组各出现
#

例$均经反复换药

后愈合" 引流组非计划二次手术出现
#

例$患者由于
#

个月内突出复发$而行二次手术治疗" 结论!显微镜下单节段腰

椎间盘切除术不放置引流$在严格止血和保护组织的前提下$可以缩短平均住院日$早期下地活动$减少了放置引流的

创伤刺激$是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手术加速康复中一个可以选择的措施"

!关键词" 椎间盘移位% 椎间盘切除术% 显微镜% 引流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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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后路手术后放置引流管几乎是临床上的常

规操作!

$

"

# 由于切口关闭后仍存在一定出血$腰椎引

流管的作用是防止血液在硬膜外和肌肉筋膜下聚

集$从而减少由于上述原因导致的硬膜外血肿%神经

功能障碍%切口延迟愈合%切口肿痛和切口感染等术

后并发症!

!

"

# 有文献统计腰椎后路手术放与不放引

流管& 其术后血肿和切口感染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率并没有明显的差别!

%:&

"

' 然而&放置引流管是目前

脊柱外科大夫的(习惯)操作&但放置引流管会增加

手术时间和创伤&还存在引流管位置不佳%引流管移

位%引流管拔出困难等风险!

;

"

* 更有研究报道&引流

管做为一种异物&尚存在增加感染风险的可能!

<

"

* 国

内关于脊柱外科和腰椎短节段术后加速康复的专家

共识指出 !

=:>

"

&可以在个别手术中不放置引流管&以

减少引流管放置造成的创伤和应急反应& 促进患者

的早期下地和快速康复& 尤其是对于比较小的脊柱

手术* 显微镜下单节段腰椎间盘切除术是治疗腰椎

间盘突出症的传统术式 !

?

"

&具有切口小+出血少%时

间短的特点& 显微镜下配合双极电凝的使用可以做

到精准止血&存在不常规放置引流的可能性&以减少

引流管放置的创伤和刺激# 本研究旨在评估显微镜

下单节段腰椎间盘切除术不放置引流管的安全性和

可行性#

!

资料与方法

!" !

病例选择

纳入标准,年龄
$>@&A

岁-术前血小板计数%出

凝血功能正常- 单节段椎间盘突出合并单侧下肢放

射痛&并可通过单侧入路切除-经保守治疗
%

个月无

效-随访时间
!%

个月-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 排除

标准,既往腰椎手术史-术中脑脊液漏-近
$

周仍在

使用抗凝药物%抗血小板药物%消炎镇痛等影响凝血

功能的药物-伴有其他存在出血倾向的基础疾病-无

法完成随访*

!" #

临床资料

收集
!A$>

年
$

月至
!A$?

年
>

月选择显微镜下

椎间盘切除术治疗的单节段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

临床资料*根据病例选择标准&共有
$%;

例单节段腰

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男
?;

例 &女

&A

例-年龄
$>@&A

.

!>7%B;7&

/岁*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

诊断通过临床症状+ 体征和
CDE

影像学共同确立*

其中
F

%

&

&

>

例&

F

&

&

;

<A

例&

F

;

G

$

<=

例* 术前告知患者显

微镜下腰椎间盘切除术的手术时间和大致出血量&

告知关闭切口采用放置和不放置引流管两种方法&

指出各自优势和缺点& 交代两种方法的风险和并发

症& 再根据患者意愿选择分组& 最终均签署知情同

意* 手术由同一组医生完成* 根据上述原则&最终引

流组纳入患者
=>

例&无引流组为
;=

例&两组患者基

线资料比较见表
$

*

!" $

治疗方法

!" $" !

手术方法 在全身麻醉下&患者取俯卧位&

'

形臂
H

线透视目标椎间隙并标记手术切口&后正中

切口长
%@& I4

* 预防性使用头孢一代抗生素
$

次

.如过敏则使用磷霉素/&静点氨甲环酸
$ J

&常规消

毒铺单&切开皮肤及皮下组织&剥离一侧竖棘肌&显

露一侧椎板间隙&保护同侧小关节囊&肌肉组织仔细

止血后使用半椎板拉钩将肌肉向外侧牵开* 切除上

位椎板下缘&此时使用显微镜&镜下切除椎板间黄韧

带&必要时切除部分椎板上缘&若存在出血使用双极

电凝.功率
$; K

/烧灼背侧静脉丛* 辨认神经根+硬

膜囊和突出的椎间盘&将神经根拉向内侧并保护&双

极电凝烧灼椎间盘周围及外侧的腹侧静脉丛* 在有

效控制出血的前提下&切开纤维环&切除突出的椎间

盘组织&确认减压彻底和神经根松弛*此时观察患者

血压&嘱麻醉医生恢复患者平时血压&镜下观察椎管

内出血情况& 可使用双极电凝+ 明胶海绵等措施止

血&骨腊封堵骨断面出血&不使用其他止血材料&待

镜下无明显出血 .观察
%A L

硬膜外及神经根周围无

血液溢出/&撤出半椎板拉钩&肌肉组织使用双极电

凝再次仔细止血&并反复冲洗切口&切口冲洗液透明

清亮* 无引流组&此时严密关闭切口* 引流组则放置

$>

号负压引流管
$

根&连接一次性负压引流球0江

苏华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苏食药监械.准/字
!A$%

第
!<<A;=%

号1&缝合
$

针固定引流管&严密关闭切

口&两组均采用皮内缝合皮肤*

.MN3IMN I041+.MN O)/( /(0LM PMQ0.M L3.JM.R7 50 LR41/04+/)I (M4+/04+ 0II3..MN )* /O0 J.031L7 S0L/01M.+/)6M *M3.090J)I+9

NRLQ3*I/)0* )44MN)+/M9R +JJ.+6+/MN M+I( 0*M 1+/)M*/ )* /O0 J.031L

&

+*N *0 1.0J.MLL)6M +JJ.+6+/)0* 0Q *M3.090J)I+9 Q3*I/)0* O+L

Q03*N )* /O0 J.031L7 E*I)L)0* )*QMI/)0* 0II3..MN )* 0*M I+LM )* M+I( 0Q /(M /O0 J.031L

&

+*N P0/( OM.M I3.MN PR N.3J /.M+/4M*/

-

100. )*I)L)0* (M+9)*J 0II3..MN )* 0*M I+LM )* M+I( 0Q /(M /O0 J.031L

&

+*N P0/( OM.M (M+9MN +Q/M. .M1M+/MN N.MLL)*J I(+*JML7

2(M.M O+L 0*M I+LM 0Q 3*19+**MN LMI0*N 01M.+/)0* )* N.+)*+JM J.031

&

/(M 1+/)M*/ .MIM)6MN + LMI0*N 01M.+/)0* N3M /0 N)LI 1.0T

/.3L)0* .MI3..M*IM O)/()* # 40*/(7 %&'()*+,&'

,

G)*J9M LMJ4M*/ 934P+. 4)I.0N)LIMI/04R O)/(03/ N.+)*+JM I+* L(0./M* /(M +6T

M.+JM (0L1)/+9 L/+R +*N 1.040/M M+.9R MUM.I)LM 03/ 0Q PMN

&

+*N .MN3IM /(M /.+34+ +*N L/.MLL .M+I/)0* 0Q N.+)*+JM7 50 N.+)*+JM

4+R PM +* 01/)0* Q0. 1+/)M*/L O)/( M*(+*IMN .MI06M.R +Q/M. 934P+. 4)I.0N)LIMI/04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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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两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 &'()#*+,'- '. /0-0*#1 2#3# '. )#3+0-3, 4+35 16($#* 2+,7 50*-+#3+'- $03400- 34' /*'6),

项目 无引流组!

:;

例" 引流组!

;<

例" 检验值
!

值

年龄!

!

!

"#

#岁"

!<7=>:7= !;7<>&7;

$?$7!": "

"7!%" %

性别!例" !

%

?"7:!" "

"7&;$ "

男
&! :%

女
$: !:

手术节段!例" !

%

?"7$$" "

"7=&: ;

@

%

#

&

% :

@

&

#

:

!= %<

@

:

A

$

!: %:

BCD

!

!

!

"#

#

EF G 4

!

"

!!7;!>%7&$ !%7!=>%7;:

$?"7=": =

"7%HH H

症状持续时间!

!

!

"#

#月"

H7!:>"7:" H7&">"7&"

$?$7=%: "

"7":: $

项目 无引流组!

:;

例" 引流组!

;<

例" 检验值
!

值

手术时间!!

!

"#

#

4)*

"

&<7:;>$"7%$ :"7$%>$$7:; $?"7<"= ; "7&$= H

术中出血量!!

!

"#

#

49

"

&=7H;>$:7<! &<7=;>$H7!% $?"7!:% ;

"7<"" !

住院时间!!

!

"#

#

I

"

:7<>$7% H7=>$7: $?&7&&; =

"7""" "

随访时间!!

!

"#

#月"

:7H>$7; H7$>$7= $?$7:;; =

"7$$H =

术后体温!!

!

"#

#

J

"

第
#

天
%;7!:>K7H$ %;7$;>K7:% $?K7<$! :

K7&$< K

第
!

天
%;7&!>K7;% %;7%H>K7H& $?K7:KH <

K7H$% $

第
%

天
%;7$H>K7:: %;7!%>K7%= $?K7<H: :

K7%<< %

下地时间!!

!

"#

#

I

"

$7:K>K7=K !7HK>$7%K $?:7&=: :

K7KKK K

!% 8% 9

术后处理 术后严密观察生命体征$下肢神

经功能和切口敷料情况% 若术后
H

个小时内无生命

体征变化#则撤除心电监护#若有尿管留置则拔除尿

管#无恶心呕吐反应可适当进食少量流食%术后两组

均不再使用抗生素#两组患者用药方案相同#测体温

每日
&

次#观察并记录并发症% 引流组每隔
H (

观察

引流通畅状态#当引流量
"!K 49 G $! (

#

":K 49 G !& (

时可拔管%结合患者自我意愿和疼痛状态#嘱患者尽

早戴腰围下地活动#并逐步加大活动量%

!% :

观察项目与方法

!% :% !

一般情况评估 记录两组患者的性别#年

龄#手术节段#体质量指数!

L0IM 4+NN )*IOP

#

BCD

"#

症状持续时间#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下

地时间#随访时间#引流组术后拔除引流管时间及引

流量$术后体温%

!% :% 9

临床症状及功能评估 观察两组患者的术

后第
#

$

%

天仰卧静息状态下切口疼痛视觉模拟评分

!

6)N3+9 +*+90F3O NQ+9O

#

8RA

"#术前及术后
% I

#

#

$

%

个

月下地活动时腰痛 !腰骶区范围内" 及下肢放射痛

8RA

# 术前及术后
#

$

%

个月时
-NSON/.M

功能障碍指

数!

-NSON/.M T)N+L)9)/M D*IOP

#

-TD

"评分%

!% :% 8

并发症评估 计算症状性切口血肿$切口愈

合不良$ 切口感染$ 神经功能障碍加重及进行性变

化$非计划二次手术等并发症的比率%

!% ;

统计学处理

采用
A2R2R #:7K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两

组间基线资料中性别$手术节段分布$各种并发症率

的比较使用
!

%检验#如频数
U:

则使用
V)N(O.

精确检

验%定量资料采用均数
W

标准差!!

!

"#

"表示#组间比较

通过
A/3IO*/ $

检验#比如患者年龄$

BCD

$症状持续

时间$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随访时间$

术后体温$下地时间#以及
8RA

和
-TD

的比较% 以

!UK7K: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

结果

9% !

一般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手术节段$

BCD

$症状持续

时间$随访时间$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体温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无引流组住院时间和下地时间短

于引流组%见表
#

%引流组的引流量为!

&K7%>:7<

"

49

#

拔除时间为!

#<7;>;7#

"

(

%

9% 9

临床症状及功能评估结果

无引流组在术后第
#

天和第
%

天切口疼痛
8RA

优于对照组!表
!

"% 术后患者腰痛
8RA

和
-TD

较术

前明显减轻!表
%

"%

9% 8

并发症评估结果

两组病例均未出现症状性血肿# 术后神经功能

障碍即刻加重各
#

例#均表现为感觉障碍加重#无神

经功能进行性加重#经观察后感觉障碍恢复#切口感

染各
#

例 #均经药物治疗治愈 #切口愈合不良各

#

例#均经反复换药后愈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引

流组非计划二次手术
#

例#由于
#

个月内突出复发#

而行二次手术治疗% 两组并发症情况见表
!

%

8

讨论

8% !

显微镜下单节段腰椎间盘切除术后引流与脊

柱外科加速康复技术

加速康复外科 !

O*(+*QOI .OQ06O.M +X/O. N3.FO.M

#

YZRA

"是基于循证医学证据而采用的一系列围手术

期优化措施# 以减少围手术期的生理及心理创伤应

激#减少术后并发症#达到加速康复的目的&

#K

'

% 研究

表明#

YZRA

的实施可以减少术后并发症#缩短住院

时间#减少医疗费用% 脊柱外科病种多#手术方式复

杂多变#因此#脊柱手术
YZRA

临床路径的实施需结

合不同术式的自身特点#采取针对性强$导向更加明

确的围手术期策略% 脊柱术后引流管留置是一个常

规操作#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切口内的积血#从而减少

术后血肿#降低术后切口张力#促进切口愈合#降低

#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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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两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术后切口疼痛
"#$

及

并发症比较

%&'() *+,-&./0+1 +2 /13/0/+1&4 -&/1 "#$ &15

-+06+-7.&6/87 3+,-4/3&6/+10 +2 -&6/7160 9/6: 4;,'&. 5/03

:7.1/&6/+1 '769771 69+ <.+;-0

表
=

两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手术前后临床症状及功能比较!!

!

!"

"

%&'>= *+,-&./0+1 +2 34/1/3&4 0?,-6+,0 &15 2;136/+1&4 +;63+,7 +2 -&6/7160 9/6: 4;,'&. 5/03 :7.1/&6/+1 '769771 69+ <.+;-0

'72+.7 &15 &267. +-7.&6/+1

!!

!

!"

"

注#与术前比较$

!

#:$;7<&; =

$

$>?7"=

%

"

#:$<7@<@ &

$

$>"7"=

%

#

#:$@7%$% $

$

$>"7"=

%

$

#:$;7"@$ <

$

$>"7"=

%

%

#:$A7@%< $

$

$>"7"=

%

&

#:!"7@"< $

$

$>"7"=

%

'

#:

!7A@= ;

$

$>"7"=

%

(

#:;7!@@ ;

$

$>"7"=

%

)

#:@7"!" !

$

$>"7"=

%

*

#:=7!$$ %

$

$>"7"=

%

"

#:A7!;; &

$

$>"7"=

%

#

#:$%7!!$ &

$

$>"7"=

%

$

#:$<7!<& !

$

$>"7"=

%

%

#:

!"7%;& &

$

$>"7"=

%

&

#:$@7!@" &

$

$>"7"=

%

'

#:!!7$$A $

$

$>"7"=

50/B

#

'041+.BC D)/( 1.B01B.+/)6B C+/+

$

!

#:$;7<&; =

$

$>"7"=

%

"

#:$<7@<@ &

$

$>"7"=

%

#

#:$@7%$% $

$

$>"7"=

%

$

#:$;7"@$ <

$

$>"7"=

%

%

#:$A7@%< $

$

$>"7"=

%

&

#:

!"7@"< $

$

$>"7"=

%

'

#:!7A@= ;

$

$>"7"=

%

(

#:;7!@@ ;

$

$>"7"=

%

)

#:@7"!" !

$

$>"7"=

%

*

#:=7!$$ %

$

$>"7"=

%

"

#:A7!;; &

$

$>"7"=

%

#

#:$%7!!$ &

$

$>"7"=

%

$

#:

$<7!<& !

$

$>"7"=

%

%

#:!"7%;& &

$

$>"7"=

%

&

#:$@7!@" &

$

$>"7"=

%

'

#:!!7$$A $

$

$>"7"=

引流组

!

<@

例"

术后切口疼痛
8EF

!!

!

%"

$分"

第
$

天
&7;G$H& =I$G$7$ #:!7%!! % "7"!$ <

第
%

天
%7$G"7A %7@G"7@ #:&7<;! = "7""" "

并发症!例"

% & !

&

:"7$%" " $7""" "

症状性切口血肿
" "

切口愈合不良
$ $ !

&

:"7!=" " $7""" "

切口感染
$ $ !

&

:"7!=" " $7""" "

神经功能障碍!例"

术后即刻
$ $ !

&

:"7!=" " $7""" "

进行性加重
" "

非计划二次手术
" $ !

&

:"7"!" " $7""" "

项目
无引流组

!

<@

例"

检验值
'

值

项目
无引流组!

=<

例" 引流组!

<@

例"

术前 术后
% C

术后
$

个月 术前 术后
% C

术后
$

个月 术后
%

个月

腿痛
8EF

!分"

;7&G!7! $7=G"7!

!

$7"G"7;

"

"7@G"7<

#

;7;G!7% $7;G$7=

$

$7!G"7<

%

$7$G"7&

&

腰痛
8EF

!分"

&7=G%7$ !7AG!7;

'

$7<G$7%

(

$7!G"7!

)

&7@<G!7& %7!G$7=

*

!7$G$7$

"

$7!G"7=

#

-JK

!

L

"

=;I%G$;I= $<I@G%I%

$

$$I=G$IA

%

==I<G$<I% $@I<G&I=

&

$!I%G$I?

'

术后
%

个月

术后切口感染的发生率$ 减少血肿引起的严重并发

症&

$$

'

(但留置引流管需要更多的外科操作和创伤$引

流管也是一种异物$有增加感染的风险( 另外$引流

管的留置会导致患者局部不适$ 加上依从性问题

和心理畏惧感$引流管常导致术后卧床时间的延

长&

$!

'

( 目前针对脊柱术后引流管放置的指征)类型)

放置深度)留置时间)拔除时间尚缺乏足够的循证证

据和可遵循的规范( 目前引流管是否放置主要根据

医生的判断和具体术式的特点来确定$ 显微镜下椎

间盘切除术是临床上常用的处理腰椎间盘突出症的

主要术式$手术时间短$出血少$为减少引流管放置

引起的应激反应提供了一种研究的可能$ 目前临床

上也缺少这类的研究(

=> )

引流管放置与否和术后并发症的相关分析

脊柱术后硬膜外血肿可以分为有症状和无症状

两类$ 有文献报道无症状的硬膜外血肿发生率可以

达到
%?LM#??N

&

#%

'

(

O).P+)

等 &

#&

'研究腰椎单纯减压

术引流管放与不放$术后第
#

天
OQK

发现留置引流

管的病例出现血液聚集的比例和积聚的尺寸都要比

没有引流管的病例组低(然而$这些改变并没有影响

临床上的恢复$ 两组的长期疗效也没有差异( 实际

上$ 通常所说的症状性硬膜外血肿是指引起神经压

迫造成神经功能障碍加重$需要手术清除的血肿(血

肿很常见$但出现症状的很少( 如何减少血肿发生$

需要了解血肿形成的风险因素$ 术中止血不彻底扮

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神经根周围静脉丛止

血比较困难$常常是出血的主要来源( 另外$由于患

者麻醉苏醒后血压升高$ 也会引起切口内的再次出

血&

#=

'

( 所以$关闭切口止血操作前$会提醒麻醉医生

恢复患者的平时血压$并强调在显微镜下辅助止血$

可以清晰地辨认出血位置和神经结构$ 帮助在间盘

和神经周围精准的使用双极进行静脉丛电凝止血$

以及局部压迫止血(另外$显微镜下视野更容易发现

出血$在镜下止血结果通常是非常可靠的(在关闭切

口时还要注意棘上韧带的重建$肌肉组织的复位$减

少减压区背侧死腔$也是减少血肿的重要措施(本研

究的两组病例均未出现症状性血肿$ 术后神经功能

障碍即刻加重每组各有
#

例$ 表现为关键肌肌力减

弱$考虑由术中牵拉和刺激引起$无神经功能进行性

加重的病例出现( 两组患者术后
% C

内体温没有明

显差别( 无引流组在术后
#

)

% C

切口疼痛
8EF

优于

对照组(切口愈合不良病例每组各
#

例(上述结果说

明$在精细止血的前提下$椎间盘切除术后不放置引

流管$并没有增加症状性血肿产生的风险$也没有增

加血肿引发全身反应的风险$ 也没有增加血肿导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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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口张力增大而造成的愈合不良风险! 可以减轻切

口局部不适感"

术后切口感染影响因素众多! 但引流与切口感

染相关性的研究并不多"有研究表明!引流留置时间

越长!脊柱内固定术后感染的风险越大 #

$:

$

"

;<9)11<

等 #

$=

$的研究表明!从术后第
=>$&

天!手术引流管的

细菌定植率增加了
%

倍" 尽早的拔管可以降低感染

率" 但也另外一种理论是! 血肿是细菌良好的培养

基!不放置引流会造成血液积聚在切口内!反而增加

感染风险#

$?

$

"本研究两组中各有
$

例患者出现感染!

对比后发现不放置引流并没有增加术后切口感染的

风险"但在感染率的对比上!本研究样本量上还没有

足够的大"

!" !

引流管放置与否和术后临床疗效的相关分析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
8@A

和
-BC

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这个结果与其他研究结果类似#

$D

$

!患者症

状的缓解与远期疗效与引流是否放置相关性不大"

切口愈合不佳可通过换药逐渐愈合! 术后感染也可

通过药物治疗后痊愈" 引流组出现非计划二次手术

$

例! 是由于术后
$

个月内的椎间突出复发而行手

术"无引流组患者并没有增加术后并发症的风险!且

平均住院日更短%下地时间更快"

总之!对于引流管的争议已有多篇文献分析!探

讨了腰椎长节段手术%短节段融合手术%单纯减压手

术放与不放引流管对术后血肿及感染并发症的影

响!大部分结论指出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这些

结果似乎没有影响到临床医生的常规选择! 原因可

能在于严重并发症一旦出现处理非常复杂! 所以引

流放与不放并非一刀切! 必须依据每个病例的实际

情况决定!如局部的操作%病灶的复杂性%止血的技

术%患者的总体情况来综合判断"对于某些特定较小

的脊柱手术!存在不放置引流的可能!开展此研究!

也是为了提供更多可信的证据" 本研究中显微镜下

单节段腰椎间盘切除术不放置引流! 能够在保证安

全的前提下!缩短平均住院日!早期下地活动!减少

了放置引流的创伤刺激! 是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手

术加速康复中一个可以选择的措施! 但需要建立在

严格的止血技术和组织保护技术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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