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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临床医生制定更好的手术治疗方案C 术后足负重
正侧位 o线片可较好评价手术效果p 本研究不足之
处是样本量较少C且未常规行后足力线位检查C对患
足后足内翻缺乏更可靠的影像学诊断C 后期将作进
一步研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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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相关疾病是现代医学领域中从脊柱力学角

度出发研究脊柱与疾病关系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

科C 为许多传统意义上的慢性病和疑难病开创了新
的防治途径C 解释了部分既往医学理论无法解释的

临床现象p临床资料及研究证实C现已有 ２００余种疾
病与脊柱力学平衡失稳有关C它涉及到神经、循环、
呼吸、消化、泌尿、内分泌等多个系统onyC应用相关理
论及治疗方法取得了很好的临床效果p 潘之清等 o２y

研究认为脊源性疾病约 s０％是神经科疾病C另 ３０％
为呼吸、消化、五官等系统的疾病C其发病机制绝大
多数与神经C特别是植物神经相关p 目前C脊柱相关
疾病的防治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p 西医在该
方面起步虽晚C 但已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教
育培训系统C为同道和患者广泛认可p对于脊柱相关

脊柱相关疾病的概念及疾病谱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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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作为一个独立边缘学科的认识C 是 io 世纪 po
年代逐渐兴起的C 经过前辈的不懈努力建立了一系
列基于中医基础理论的相关理论和方法C 如冯天有
教授新医正骨疗法y广西韦氏手法y广东龙氏治脊疗
法等r 但总览相关文献和书籍C不难发现对其概念y
命名和疾病谱的论述非常混乱C 严重影响和制约其
发展i回顾复习文献C对其概念命名及疾病谱提出了
一些粗浅的认识C寄望引起同道的重视i
g 脊柱相关疾病的概念

Cyiy 年西医学提出g脊柱激惹htｐ195ｌ 12210501ｏ9(
学说c)T C认为2脊髓和脊神经病变是引起许多未知
疾病的原因i通过在脊柱节段上进行检查C如果发现
发出支配病变器官分支的脊神经和交感神经节与所

对应脊柱节段棘突有压痛C可明确诊断i 有学者)- 提

出g脊柱与疾病相关理论c和g神经整脊学c理论C奠
定美式整脊疗法的基础i

北京国际脊柱相关疾病研讨会上C 同行专家确
认C用整脊疗法治疗的疾病称为脊柱相关疾病)D i 此
定义明显肤浅0狭隘C随着时间的推移C其不足显而
易见C被淘汰是必然i 之后C关于脊柱相关疾病的概
念C各个专家基于不同的认识C表述亦不相同C总计
不少于几十种C可见其混乱程度i 究其原因C一方面
是对该疾病的认识存在差异C没有达成统一的共识i
另一方面是随着人们对脊柱相关疾病认识的不断深

入C其概念也在不断的演变之中C这一点表现在同一
专家在不同的时期C对其概念的表述亦不同i如韦贵
康)B 在e软组织损伤与脊柱相关疾病j一书中将脊柱
相关疾病定义为2g脊柱相关疾病是指由于脊柱力学
平衡失调或其周围软组织炎症改变引起其他系统出

现病症的疾病ci 在这里可以看出C脊柱相关疾病所
指是包括脊柱本身疾病以外的所有因脊柱而出现的

病症i iooD年在e脊柱相关疾病与手法治疗j)p 一书

中提出C 脊柱相关疾病是指脊柱软组织损伤引起脊
柱以外相关系统功能紊乱出现的疾病C 属于边缘新
学科疾病i该书中将脊柱相关疾病定义为2颈0胸0腰
椎的骨0关节0椎间盘及周围软组织遭受损伤或退行
性改变C在一定诱因条件下C发生脊椎关节错位0椎
间盘突出0韧带钙化或骨质增生C直接或间接对脊神
经根0椎间关节外血管0脊髓或交感神经等产生刺激
或压迫C 导致脊椎损伤疾患以外的多系统的症状和
体征的疾病i 他认为C源自脊柱骨关节错位C并发于
脊髓0脊神经0交感神经等损伤引起的内脏器官和功
能性疾病称作g脊柱相关疾病c或称g脊源性疾病ci

这种观点认为脊柱相关疾病是指由脊柱的疾病

导致其他病变C即疾病症状是与脊柱相分离C脊柱病
作为病因C 所涉及的疾病范围是将脊柱本身疾病排

除在外的C这一类疾病称为脊柱相关疾疾病C是一种
继发性病变n又如张长江)y 将脊柱相关疾病定义为2
g脊柱相关疾病是从脊柱力学观点出发研究脊柱与
疾病关系的一门科学C 是指由于脊柱力学不平衡而
致肌张力失衡C骨关节轻度位移C压迫刺激周围的血
管神经C引起身体其他系统的相应症状0体征C发生
疾病的脏器或组织均与脊柱相互分离且有各自的功

能i c同样C这个定义明确指出脊柱相关疾病发病的
脏器或组织与脊柱相互分离C 不包括脊柱本身发生
的原发性疾病i

董福慧)g 认为C脊柱相关疾病是在中医脏腑0表
里和气血经络相关的理论基础上C 经过长期临床实
践积累总结C运用现代基础医学0临床医学0生物力
学和生物医学工程学等多学科进行研究的一类疾

病C 是从脊柱力学观点出发研究脊柱与疾病关系的
一门科学i 研究的内容集中在脊柱力学不平衡而致
肌张力失衡C骨关节轻度位移C压迫刺激周围的血管
神经C引起身体其他系统的相应症状0体征C发生疾
病的脏器或组织均与脊柱相互分离且有各自的功

能i该观点一方面强调脊柱相关疾病是以中医脏腑0
表里和气血经络相关的理论为基础C 从脊柱力学观
点出发研究脊柱与疾病关系的一门科学n同时C现代
医学对脊柱相关疾病的研究涉及病因0病理0治疗0
康复等多方面C 采用的方法也呈现出跨专业0 跨学
科0跨领域的发展趋势C在脊柱相关疾病的研究0诊
断0 治疗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C 赋予其时代的内
涵C自然是顺理成章i

王志峰等 )Co 指出2脊柱相关疾病是指因脊柱区
周围软组织受损伤或退行性改变C造成脊柱失稳C在
一定诱因条件作用下C 发生椎间关节移位0 脊柱变
形0椎间盘改变0韧带钙化或骨质增生等C直接或间
接地对脊神经根0椎动h静(脉0脊髓或交感和副交感
神经h或经络(等信息h网络(通道产生刺激或压迫C
导致生物信息传递或调制整合功能紊乱C从而引起所
支配的脏器出现症状i同时C强调这些内脏或其他器
官出现症状后C 必须经专科检查排除脏器本身没有
器质性病变C 并且在脊柱区域能找到软组织病灶点
h如压痛0结节0条索等(或关节微小移位C甚至脊柱
侧弯等i具备以上两点才属于g脊柱相关疾病c范畴i

另一种观点认为与脊柱有关的疾病C 即脊柱原
发病以及继发性疾病统称为脊柱相关疾病i 胡龙
宝 )CC 提出g凡脊柱及其所属结构的各种病损包括关
节错位0炎症0肿瘤0风湿0骨赘0外伤0骨折等C导致
脊柱或h和(其相关联的所有疾病C统称为脊柱相关
疾病i 如钟士元)Ci 在e脊柱相关疾病治疗学j一书中
所述脊柱相关疾病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颈椎病C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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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间盘突出症等C从个人角度出发o由于脊柱本身疾
病的临床诊疗已日趋成熟o 这种脊柱相关疾病概念
所包括的疾病范围过于广泛o其实用性并不高C

综上所述o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认识的提高o目前
主流的观点脊柱相关疾病有特指的内涵和外延o强
调脊柱失衡或错位是其病因o 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引
发的症状为其病症pyc(y) o不包括脊柱疾病本身C

笔者认为o脊柱相关疾病从广义上讲o可以包括
如颈椎病2腰椎间盘突出等脊柱本身的疾病o但在实
际应用过程中o 由于脊柱本身的疾病已得到大家的
充分认识o 仅有少数专家将这类疾病归于脊柱相关
疾病C 因此o脊柱相关疾病应该是有所特指的o即特
指那些由于脊柱退行性改变或周围软组织受损o造
成脊柱失稳o直接或间接对脊神经根2椎动0静-脉2
脊髓或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等产生刺激或压迫o 导致
经络功能紊乱o进一步引起脊柱以外的脏腑2形体2
官窍发生病变o出现相应病症的一类疾病的总称C
2 脊柱相关疾病的命名

由于上述认识上的差异以及中国语言的博大精

深o表达的多样化2寓意的精妙之处o同样的表达可
能歧义纷呈C 目前文献中表达脊柱相关疾病的名称
有以下几种表达方法yr脊柱0椎-相关疾病ir脊0椎-
源性疾病ir脊柱病与相关疾病ir脊柱与脊柱相关疾
病ir脊柱病与脊柱相关疾病i等C 从字面理解o脊柱
包括了骨性结构和软组织o脊椎仅指骨性结构o因此
脊柱相关疾病或脊柱源性疾病显然比脊椎相关疾病

或脊椎源性疾病更确切2准确o而r脊柱相关疾病i和
r脊柱源性疾病i意义相近o暂相互通用C 在没有r脊
柱相关疾病i术语出现之前or脊柱病i被广泛使用已
久o不论是概念内涵o还是疾病谱都相当明确o包括
了脊柱的创伤2炎症2肿瘤2退变性2风湿性2先后天
畸形2代谢性疾病等o不涉及五官2循环2消化2呼吸2
泌尿2生殖及内分泌等系统疾病C 因此r脊柱相关疾
病i概念的提出o更多的是特指因脊柱失稳o产生刺
激或压迫脊髓或脊神经根2椎动0静-脉2交感和副交
感神经等引起所支配的脏器出现涉及五官2循环2消
化2呼吸2泌尿2生殖及内分泌等系统疾病o尤其强调
植物神经在发病中的作用o 其含义完全不同于既往
r脊柱病i的概念C 所以说or脊柱病i和r脊柱相关疾
病i 是含义不同的两个概念o 在目前及未来应该并
存o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o不能割裂o譬如脊柱
病中的颈椎病2 脊柱结核或肿瘤的病变亦可累及交
感和副交感神经o 导致出现或伴随脊柱相关疾病的
症状o但亦不能混同C 笔者认为r脊柱相关疾病i或
r脊柱源性疾病i有特定的含义o是对脊柱疾病以外
的与脊柱病相关的一类疾病的更加准确的命名C 临

床医师在著作及文献中应准确规范使用脊柱病和脊

柱相关疾病0或脊柱源性疾病-这两个术语o避免目
前的混乱状态o便于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和研究C
g 脊柱相关疾病的疾病谱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o疾病谱也处于混乱2不统一
的状态o甚者同一学者的概念和其疾病谱相矛盾pyd o
这种状况同样不利于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C
张长江p2 一书中将脊柱相关疾病限定为疾病症状与

脊柱相分离o是一种继发性病变o但却将腰痛2背痛
等纳入其中C钟士元pyd 认为o脊柱相关疾病存在于颈
椎病2腰椎病当中o病因是脊柱力学不平衡而导致肌
张力失衡o关节轻度移位2压迫2刺激周围的血管神
经o从而引起组织脏器病变C 在B脊柱相关疾病治疗
学e 一书中脊柱相关疾病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颈椎
病o腰椎间盘突出症等pyd C 但是o在谈到具体疾病的
时候o并未介绍颈椎病2腰痛o强直性脊柱炎等o容易
让读者对这些病是否属于r脊柱相关疾病i范畴产生
误解或困惑C裴久国等pyc 在B脊柱相关疾病针刀临床
诊断与治疗e一书中o分别介绍了针刀治疗五官科2
神经系统2呼吸系统2消化系统2循环系统2内分泌系
统2泌尿生殖系统和妇科相关疾病外o也同时介绍了
脊柱椎骨相关疾病0包括颈肋综合征2胸椎小关节紊
乱症2腰椎小关节错位症2骶尾椎错位综合症-和脊
柱相关软组织损伤疾病0竖脊肌下段损伤2棘上韧带
损伤2棘间韧带损伤2腹外斜肌损伤2腰肋韧带损伤2
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2髂腰韧带损伤-C笔者认为o后
两种所谓的脊柱相关疾病是发生于脊柱本身的骨性

结构或软组织的损伤o应该归属于脊柱病的范畴C诸
如此类o姑且不论把颈椎病2腰椎间盘突出症2腰椎
滑脱症等列入其中o 也不乏看到一些书籍或文献把
股骨头坏死2骨性关节炎2鼻炎2嗅觉障碍等列入脊
柱相关疾病的范畴py (yj o这些疾患是否与脊柱相关o
缺乏基础理论依据支持o仅仅是个别的临床报道o很
难得到多数的认可o 至少在现阶段不宜纳入脊柱相
关疾病的范畴C

目前的书籍或文献中有两种分类的方法o 一种
是按照脊柱部位来划分o分为y颈椎源性2胸椎源性2
腰骶椎源性脊柱相关疾病n另一种按系统分类分为y
五官科2神经系统2呼吸系统2消化系统2循环系统2
内分泌系统2泌尿生殖系统和妇科相关疾病C两种分
类方法各有其存在的理由o相得益彰o可分别应用o
不影响疾病谱的变化C 关于脊柱相关疾病的疾病谱
范畴取决于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o 只要其内涵和外
延能达成共识o疾病谱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C
 结语

近年来o随着对脊柱相关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入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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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得一定的基础研究进展和临床良好疗效的同

时C也应该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o由于脊柱相关疾
病涉及多个学科C专业队伍建设滞后C理论体系尚未
系统化p规范化C严重制约学科的发展C亟待形成共
识和标准o 文中提到的多位专家学者都曾致力于脊
柱相关疾病的研究C并取得了很多开拓性的成果C拜
读他们的巨著受益匪浅o文中拙见未必正确C不当之
处敬请谅解C愿聆听教诲C共促学科发展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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