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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胸腰椎生理曲度的

影像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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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摘要C 目的o探讨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C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pＡＩＳy胸腰椎生理曲度变化情况以及不
同类型侧弯之间胸腰椎生理曲度的差异r 方法o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回顾性分析 ３０５ 例脊柱全长正侧位 Ｘ
线片的青少年患者i根据有无侧弯分为正常组和侧弯组r 正常组 １７９ 例i男 ７９ 例i女 １００ 例g年龄 １０h１８t１２．８４(２．１cy
岁r 侧弯组 １２６ 例i男 ３３ 例i女 ９３ 例g年龄 １０h１８)１３．９２(２．２０y岁r 观察并比较两组 Ｒｉｓｓｅｒ 征 胸椎后凸角C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ｋｙｐｈｏｓｉｓiＴＫy与腰椎前凸角Cｌｕｍｂａｒ ｌｏｒｄｏｓｉｓiＬＬyi并分析比较不同性别 不同程度侧弯与不同节段侧弯 ＴＫ 值与 ＬＬ 值r
结果o侧弯组在女性比率C20０．００１y 年龄C2-０．００１y方面均明显高于正常组gＲｉｓｓｅｒ 征方面i正常组低级别骨化程度比
率明显高于侧弯组C20０．０３８yr 侧弯组 ＴＫ 值明显小于正常组C2-０．００１yi而两组 ＬＬ 值比较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20
０．１４７yr男性与女性之间比较iＴＫ 值与 ＬＬ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轻度侧弯 ＴＫ 值明显大于中度侧弯C2-０．０５yi但 ＬＬ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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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发性脊柱侧弯CEpE,Lc. Ey (y,vE,(E(c)20指一类
找不到明确病因的脊柱侧弯c 约占所有脊柱侧弯的
0-B以上c且好发于 eBFoB的青少年人群on－e］。 尽管
目前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 （cp,vｅ(yｅl. EpE,Lc. Ey
(y,vE,(E(cＡ)2）的病因尚不明确c但是脊柱侧弯做为
“一种脊柱和躯干的三维旋转畸形的状态”oo］c 其中
矢状面脊柱生理曲度在脊柱功能以及脊柱侧弯发生

中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oj－６］。 到目前为止c
一些脊柱矢状面影像学参数c例如胸椎后凸角（. ,鄄
CcyEy ｋｙL ,(E(cAＫ0和腰椎前凸角（vghｂcC v,Cp,(E(c
ＬＬ0都已经被很好地定义与应用ou－９］。 研究已经证实
Ａ)2 侧弯弧线的形成与胸椎后凸变小存在明显相关
性on０］。 尽管脊柱侧弯患者在脊柱矢状面最常见的变
化是胸椎曲度变浅 onn］c但也有研究 one］显示 Ａ)2 患者
AＫ值大于无侧弯者。甚至一些研究人员发现脊柱侧
弯人群与无侧弯人群之间的胸椎后凸程度并没有明

显差异c 基于脊柱的 oＤ 重建研究分析的报道显示
脊柱侧弯患者 AＫ 值并不都是变小 ono］。 本研究回顾
性分析 e０nu 年 n 月至 e０en 年 ne 月行脊柱全长正
侧位 Ｘ 线片检查的青少年患者的临床资料c对比分
析侧弯患者与无侧弯患者胸腰椎生理曲度情况c并
对不同性别、 不同程度侧弯与不同节段侧弯生理曲
度的改变进行分析比较c 以明确胸腰椎矢状面曲度
变化情况c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C １ 病例选择

纳入标准p（n0符合y国际脊柱侧弯矫形与康复
治疗学会（2s2sＲA）e０n６ 年生长期特发性脊柱侧弯
矫形与康复指南》on］的诊断标准。 （e）年龄 n０Fn0岁。
（o）摄脊柱全长正侧位 Ｘ 线片。 排除标准p（n）先天
性或任何其它明确病因引起的脊柱继发性侧弯。
（e）既往有脊柱手术史。 （o）脊柱肿瘤、结核病等病史。

比较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p＞０;０-）。 不同节段侧弯之间 AＫ 值与 ＬＬ 值比较C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op＞０;０-）。 结论：胸椎
与腰椎生理曲度均与性别无关；Ａ)2 患者胸椎生理曲度变小C但是腰椎生理曲度基本不变。 轻度 Ａ)2 患者的胸椎生理
曲度大于中度 Ａ)2 患者C但是腰椎生理曲度在轻中度患者之间几乎无差异C且与正常青少年相似。 Ａ)2 患者胸腰椎生
理曲度变化可能与脊柱前柱相对生长过快有关C其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 胸椎后凸角； 腰椎前凸角； 生理曲度

中图分类号pＲ６0e;o
ＤＯＩ：n０;nee００ ／ ｊ;E((l;d００o－００oj;e０ee０j９o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ＯＳＩ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ａｎｄ ｌｕｍｂａｒ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ｏ ｙａｎｇ１cＣＨＥＮ Ｎｉ ｓａｎｇ１cＳＨＩ Ｇｕｏ ｑｉｎｇ１cＹＥ Ｘｉｎ２cＬＩ Ｓｈｕａｉ ｌｉｎ２cＬＩ Ｘｉａｏ ｍｉｎｇ２cＦＡＮ Ｂｉｎｇ ｈｕａ２cpＡＮ Ｙｉｎｇ ｓｅｎ１c
ＹＩＮＧ Ｘｉａｏ ｍｉｎｇ２ （１．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c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od０００jcＺｈｅｊｉａｎｇcＣｈｉｎａ；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ｓｓａｇｅc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c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od０００jcＺｈｅｊｉａｎｇc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A, ,ｂ(ｅCｖｅ . ｅ cv.ｅCc.E,l ,ｆ . ,CcyEy clp vghｂcC L ｙ(E,v,ｇEycv ygCｖc.gCｅ El cp,vｅ(yｅl. EpE,Lc. Ey
(y,vE,(E( （Ａ)2） clp . ｅ pEｆｆｅCｅlyｅ ,ｆ L ｙ(E,v,ｇEycv ygCｖc.gCｅ ｂｅ.ｗｅｅl pEｆｆｅCｅl. .ｙLｅ( ,ｆ (y,vE,(E(;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Cｅ.C,(Lｅy.Eｖｅ
clcvｙ(E( ｗc( y,lpgy.ｅp ,l o０- cp,vｅ(yｅl. Lc.Eｅl.( .cｋｅl ｆgvv (LElｅ Ｘ Ccｙ El ,gC  ,(LE.cv ｆC,h tclgcCｙ e０nu ., ＤｅyｅhｂｅC e０en;
A ｅ Lc.Eｅl.( ｗｅCｅ pEｖEpｅp El., l,Chcv ｇC,gL clp (y,vE,(E( ｇC,gL; A ｅ l,Chcv ｇC,gL ｗc( y,hL,(ｅp ,ｆ nu９ Lc.Eｅl.(cu９ hcvｅ( clp
n００ ｆｅhcvｅ(ccｇｅp n０ ., n0 ｙｅcC( ,vp ｗE. cl cｖｅCcｇｅ ,ｆ （ne;0j±e;n０） ｙｅcC( ,vpCｗE. y,ｂｂ cｇvｅ vｅ(( . cl n０ pｅｇCｅｅ(; A ｅ (y,v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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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正常组与特发性脊柱侧弯组性别o年龄opyrrig 征比较
ht(cC ) 20tgyr -  B ei-jigitei t-j pyrrig rye- (inFii- - g2to eg u0 t-j yjy 0tndyE rE oy ryr egu 0

组别 例数
性别 C例

年龄opyrig C岁
hｉtt(ｒ 征 C例

男 女 c 级 １ 级 ２ 级 ３ 级 ４ 级 ) 级

正常组 １７ ７ １cc １２．2４0２．１c ２２ ７ ３２ ３) ４2 ３)

侧弯组 １２- ３３  ３ １３． ２0２．２c 2 １ ２１ ２) ４c ３１

检验值 20Be３．１ - jB４．３２- 20Bi２．c７)

n 值 c．cc１ gc．cc１ c．c３2

Cc l 侧弯分型

Cc lc C 侧弯位置分型 根据主弯位置进行分型e胸
椎侧弯c顶椎位于 Ｔ１c２椎间盘与 Ｔ１１c１２椎间盘之间t胸
腰椎侧弯c顶椎位于 Ｔ１２与 r１之间t腰椎侧弯c顶椎
位于 r１c２椎间盘以下n
Cc lc l 侧弯程度分型 轻度侧弯e１cs Ｃｏoo 角g
２)st中度侧弯e２)s Ｃｏoo 角g４)st重度侧弯e４)s 
Ｃｏoo角n
Cc . 一般资料

行脊柱全长正侧位 , 线检查的青少年 ３c) 例n
分为正常组与侧弯组n 正常组 １７ 例为无侧弯者
oＣｏoo角g１csgt其中男 ７ 例c女 １cc 例t年龄最 １cL
１2o１２．2４d２．１０g岁n 侧弯组 １２- 例c男 ３３ 例c女  ３
例t年龄 １０L１2o１３． ２.２．２０g岁n 两组性别 年龄与
hｉtt(ｒ征比较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ng０．０)gn性别上c
侧弯组女性高于正常组女性c 侧弯组年龄高于正常
组ong０．０)gt正常组低级别骨化程度比率高于侧弯
组ong０．０)gn 见表 １n
Cc A 观察项目与方法

所有纳入对象均摄站立位脊柱全长正侧位 ,
线片c所有数据运用 lｕｒvｉｍａｐ软件测量n正位e嘱患
儿自然状态站立于脊柱全长摄影专用平台上c 背部
紧邻摄影支架c 双手自然下垂手心向前c听鼻线o外
耳孔与同侧鼻翼下缘间的连线g 与水平面平行n 侧
位e 患儿右侧站立位c 身体右肩部及臀部靠近摄影
架c两手臂抱头c 身体正中矢状面与摄影支架平行c
下颌支与地面平行c 两肘关节在不影响体位的情况
下尽量靠近c 避免双上肢和胸椎的重叠n 正位 , 线
片上测量得到脊柱侧弯 Ｃｏoo 角cＣｏoo 角e１０s为脊
柱侧弯t 同时根据髂嵴骨骺出现情况得到 hｉtt(ｒ 征
分级d１４;n hｉtt(ｒ征分级是在骨盆正位 ,线片上c将髂
前上棘到髂后上棘的距离均分为 ４ 段n o１g ０ 级c整
个髂嵴上没有骨骺出现n o２gⅠ级c前 １ C ４ 有骨骺出
现no３gⅡ级c前 １ C ２有骨骺出现no４gⅢ级c前 ３ C ４有
骨骺出现n o)gⅣ级c前 ４ C ４有骨骺出现c但未与髂骨
融合n o-gⅤ级c骨骺完全与髂骨融合n 在侧位 ,线
片上分别通过测量得到胸椎生理曲度与腰椎生理曲

度c测量方法如下eo１g胸椎生理曲度c 测量 ＴＫc即
Ｔ)椎体上缘平行线与 Ｔ１２椎体下缘平行线之间的夹

角tg２０s为变小c２０s～４０s为正常c＞４０s为变大n o２g腰
椎生理曲度c测量 rrc即 r１椎体上缘平行线与 r)椎

体下缘平行线之间夹角n g３０s为变小c３０sL)０s为正
常c＞)０s为变大n
Cc 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 lＰll １2．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n符合正态
分布的定量资料o年龄 ＴＫ值与 rr值g以均数0标准
差opy±ig表示c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j 检验c组内
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c 两两比较采用 rlＤ 检
验t定性资料o性别与 hｉtt(ｒ 征g采用 2２检验n 以 ng
０．０)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n
l 结果

lc C 侧弯特征

侧弯组主弯侧弯位置e胸段侧弯 )７ 例c胸腰段
侧弯 ３- 例c腰段侧弯 ３３ 例n 主弯方向e向右侧弯
)７例c向左侧弯 - 例n 侧弯弧数e单弧侧弯 １０３例c
双弧或多弧 ２３ 例n 侧弯程度 e轻度 １０１ 例 c中度
２３例c重度 ２例n
lc l 两组胸腰椎生理曲度比较

正常组 ＴＫ大于侧弯组ong０．０)gt两组 rr比较c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n＞０．０)gn见表 ２n正常组内c男性
与女性 ＴＫ 值 rr 值比较c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n＞
０．０)gn 见表 ３n 侧弯组与正常组一样c男性与女性之
间的 ＴＫ值与 rr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n
lc . 不同程度侧弯胸腰椎生理曲度比较

轻度侧弯患者 １０１ 例 ＴＫ 值o２０．３２0 ．)７gsc与
２３ 例中度侧弯患者 ＴＫ 值o１３．７２0１１．１３gs比较c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ong０．０)gn 轻度侧弯患者 rr 值
o４１．４-0１１．２ gsc 与中度侧弯患者 rr 值 o３-．)７0
１１．-)gs比较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n＞０．０)gn重度侧弯
患者只有 ２例c未进行统计分析n
lc A 不同节段侧弯胸腰椎生理曲度比较

胸段侧弯 )７ 例 胸腰段侧弯 ３- 例与腰段侧弯
３３ 例患者c其 ＴＫ 值分别为o１2．２１0１０．)７gs o１2．４-0
１０．０)gs与 o２１．１７0 ．４2gsc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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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正常组与特发性脊柱侧弯组不同性别 op 与 yy 比较right(
oc) 2 0-Becijn-g -F op cgu yy )drEddg Bcld cgu FdBcld jg g-iBcl ti-se cgu juj-ecr.j, n,-lj-njn tis-eright(

性别
正常组r例数C１７o( 侧弯组r例数C１２o(

例数 Ｔp 例数 Ｔp yy

男性 ７o ２４．１oro．３２ ３i．１gr１０．１４ ３３ １i．o０ro．７o ３o．００ro．７i

女性 １００ ２２．３１ro．io ３o．giro．４o o３ １o．１１r１０．３２ ４１．４３r １２．０o

( 值 １．２o４ c１．)３３  )．１)２  １．)３g

2 值 )．１oi )．３)３ )．o１o )．３)２

yy

单位00

表 L 正常组与特发性脊柱侧弯组 op 值与 yy 值比较
rigdt(

oc) A h-Becijn-g -F ov cgu yy )drEddg g-iBcl ti-se
cgu juj-ecr.j, n,-lj-njn tis-eright(

注0Ｔp 为胸椎后凸角eyy 为腰椎前凸角d 下同

组别 例数 Ｔp yy

正常组 １７o ２３．１４ro．gg ３o．)１ro．７o

侧弯组 １２g １o．)gr１)．１; ４)．７or１１．;;

( 值  ３．;g１ １．４;３

Ｐ 值 ＜)．))１ )．１４７

单位00

)．);(e 其 yy 值分别为 r４１．２ir１２．;３(0 、 r３o．２１r
１)．io(0与 r４１．g;r１)．;o(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rＰ＞
)．);(d
３ 讨论

C． １ ＡＩＳ与性别、年龄及 Ｒｉｓｓｅｒ征的关系
ＡＩＳ 是影响青少年健康的常见疾病之一， 其发

病率的报道不尽相同 ， 在青少年中的患病率从
０．３;％～;．２)％，较多报道认为其发生率约为 ２％～
３％［１４ １g］d ＡＩＳ 发病率除了与种族、地域有关外，以往
研究也显示在不同年龄其发病率也存在差异， 黄振
华等 ［１７］发现 ＡＩＳ 在小学 １～３ 年级检出率为 )．１７％，
小学 ４～g 年级检出率为 )．i２％， 初中生检出率为
２．g４％，高中生检出率为 ４．))％d 国内另外一个关于
年龄与 ＡＩＳ发生率的研究也显示 １;～１g 岁年龄段阳
性率最高［１i］d 一项德国的研究则发现 １１～１３ 岁青少
年侧弯发生率为 g．;％，而 １４～１７ 岁期间发病率达到
１１．１％［１o］d 这些研究均表明对于 ＡＩＳ 来说，年龄较高
者有较高的侧弯发病率， 从本研究结果中也可以发
现侧弯组患者年龄明显高于正常组但有可能由于样

本量不足， 进而对试验组结果产生影响d 在侧弯组
中，１４岁发生率中最高， 占 １i．３％， 其次为 １３ 岁与
１; 岁，各占 １;．o％，占 １)％以上还有 １２ 岁与 １１ 岁，
分别占 １１．o％与 １１．１％e 从中可见 １３～１; 岁儿童侧
弯发生率最高d

在 ＡＩＳ 性别研究中 ［２) ２１］，大多数报道均表明女
性发病率高于男性， 且发病率性别差异与侧弯程度

相关d当 Ｃｏｂｂ角位于 １)0～２)0，女性与男性发病率相
似，约为 １．３∶１e当 Ｃｏｂｂ角发展至 ２)0～３)0时，两者比
例增加到 ;．４∶１e而当 Ｃｏｂｂ 角为＞３)0的时候，则两者
比例高达 ７∶１d 本研究结果发现侧弯组女性比率
r７３．i％(明显高于正常组r;;．o％(，侧弯组男女比例
约为 １∶３，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这和上述的研究结
论是一致的，但本研究样本量偏少，可能对最终结果
产生影响d 在 ＡＩＳ的研究中，Ｒｉｓｓｅｒ征经常用于评价
儿童骨骺的发育情况， 并且 Ｒｉｓｓｅｒ 征与侧弯加重风
险直接相关［２２］d 侧弯进展主要发生于青少年骨骼快
速生长期，在女性一般是 １１～１３ 岁，而在男性一般是
１３～１; 岁e以往研究显示，在此期间 Ｒｉｓｓｅｒ 征经常还
是 ) 级，因为女性约 １３．; 岁，男性约 １;．; 岁的时候
Ｒｉｓｓｅｒ 征才出现 １ 级［２３］d 但是本研究中正常组低级
别骨化程度明显高于侧弯组， 与之前报道 Ｒｉｓｓｅｒ 征
) 级的时候容易出现侧弯不一致， 可能是由于中国
人与西方骨骺发育时间上存在差异有关， 具体有待
于以后进一步研究d
３ A ＡＩＳ胸腰椎生理曲度的变化

脊柱侧弯是指脊柱的 １ 个或数个节段在冠状面
上偏离身体中线向侧方弯曲， 形成一个带有弧度的
脊柱畸形， 通常还伴有脊柱的旋转和矢状面上脊柱
生理曲度的增加或减少， 同时还有肋骨左右高低不
等平、 骨盆的旋转倾斜畸形和椎旁的韧带和肌肉的
异常d 近几年来 ＡＩＳ 脊柱矢状面研究较多，其中 Ｔp
与 yy 被广泛应用于胸椎生理曲度与腰椎生理曲度
的测量d 关于 Ｔp 正常值的研究，有报道显示正常儿
童的胸椎后凸会在青春期早期显著减少，并在 １２ 岁
时达到最低水平［２４］d之后随着脊柱生长发育，胸椎后
凸会有所增加d与生长高峰期之后比较，青少年在生
长高峰期以及高峰期之前， 健康儿童的胸椎后凸较
小同时伴单个椎体有更大的后倾角［２;］d 多数研究报
道均认为在青少年期间正常胸椎后凸为 ２)0 ～
４)0［２g ２７］d 本研究结果显示无侧弯青少年其 Ｔp 值为
r２３．１４ro．gg(0，与之前多数报道基本一致d而侧弯患
者其 Ｔp 值为，明显小于无侧弯患者e这也与之前多
数研究的结果相一致， 即 ＡＩＳ 侧弯者 Ｔp 值小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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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少年C１１o２pyr
本研究通过分析不同节段侧弯 Ｔi 值的变化o

发现胸段侧弯者 Ｔi 值最小o 但是与胸腰段侧弯和
腰段侧弯相比o其 Ｔi值并未见差异r 既往研究认为
与无侧弯组或腰椎段侧弯组相比o 胸椎段 ght 患者
的胸后凸较小C２(c３０yr 在 ght影像学观察中o发现如果
考虑胸椎整体后凸情况o 大概有一半主弯位于胸椎
段 ght 患者会有正常 Ｔi 值)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o
侧弯顶椎局部后凸减小与侧弯进展具有更强的相关

性C３１yr 有研究对比了 １ ０ 例冠状面不同侧弯形态的
ght 患者脊柱与骨盆矢状位影像o 结果发现与腰椎
侧弯相比o胸椎侧弯患者 Ｔi 值更小)与此相反o22
值则是腰椎侧弯患者更大C３２yr 从本研究不同侧弯程
度 Ｔi 值的变化中o笔者发现轻度侧弯患者 Ｔi 值明
显大于中度侧弯患者o 而由于本研究重度侧弯患者
只有 ２例o 故不具有可比性r 也就是说对于轻中度
ght 患者oＣｏ00 角度数越大其 Ｔi 值越小o反之则越
大r有文献C３３y报道 ２-３例 ght患者脊柱冠状面 Ｃｏ00
角与矢状面 Ｔi 呈显著正相关) 其中 ( 例重度 ght
患者 Ｃｏ00 角20４０Be与 Ｔi 呈显著正相关o即 Ｃｏ00
角越大oＴi 越大) 但是对于 １-７ 例轻度 ght 患者
Ｃｏ00 角2j４０Be与 Ｔi 却无显著相关性r 而本研究结
果与此相反o 发现 Ｃｏ00 角与 Ｔi 呈显著负相关o即
Ｃｏ00角越大oＴi越小r 这可能与研究对象绝大部分
为轻中度 ght 患者有关r 不管从本研究还是从其他
研究均表明 ght 患病率女性明显高于男性o 但是对
比男性与女性之间 Ｔi 值的情况o 结果发现无论是
无侧弯青少年还是 ght 患者o 两性之间 Ｔi 值均没
有明显差异o表明性别与胸椎生理曲度相关性不大o
青少年男性与女性之间胸椎后凸情况基本一致r

腰椎生理曲度主要以腰椎前凸角表示o 合适的
22 不仅可缓冲腰椎震荡o提高腰椎弹性o分散重力
和剧烈活动时对身体的冲击o 而且对于人体运动和
保持脊柱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o 也是腰椎稳定系统
自身良好代偿能力的表现C３４yr与 Ｔi相比o22受脊柱
形态影响并不大r根据不同的研究结果显示o与其他
位置侧弯相比o胸椎侧弯患者其 22值或者偏小或者
相似 C３-y)对于腰椎侧弯患者来说o其 22 值被发现与
正常人群相似o 在一些研究中均已经表明各种类型
侧弯的 22 值均相似o且位于其正常范围C３２o３ yr 本研
究也显示正常组 22 与侧弯组 22 比较o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2in０．０-er 但 FogＮu等C１２y研究结果显示 ght
侧弯患者 22 值明显高于正常无侧弯者o这可能 ght
的侧弯类型有关r 有文献C３２y关于不同类型侧弯患者

22 值变化的研究中表明o 腰椎段侧弯患者其 22 值
普遍高于胸椎段侧弯者o 尽管统计学分析不一定有

明显差异性r本研究中尽管胸段侧弯n胸腰段侧弯与
腰段侧弯之间 22 值并没有明显差异o 但是三者之
间o腰段侧弯者其 22值还是最大r
de d ght 胸腰椎生理曲度变化的发生机制及临床
意义

关于 ght 胸腰椎生理变化发生机制的研究较
少r 本研究结果与之前大部分研究均显示 ght 患者
Ｔi普遍变小o并且胸段侧弯者胸椎生理曲度小于腰
椎或胸腰椎侧弯者o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与脊柱前柱n
后柱生长速度不匹配有关r 目前 ght 确切病因还不
明确o普遍认为是多方面因素导致侧弯的发生o主要
包括遗传因素n内分泌因素n神经骨骼生长不协调n
脊柱生物力学异常等r 而在这些病因导致侧弯发生
的病理机制中o 脊柱前柱生长相对过快被认为是其
主要的病理因素之一r 既往关于 ght 解剖学研究及
rEh影像学研究表明对于像 ght 这种结构性脊柱侧
弯来说o脊柱前柱经常长于其后柱C３７c３pyr 这种脊柱前
柱相对过度生长普遍认为是由于在骨骼生长发育期

间o 脊柱前后软骨内膜骨形成不匹配及脊柱后柱剪
切力所引起C３(c４０yr 这种生长速度不匹配会导致脊柱
矢状面生理曲度发生改变o尤其是胸椎后凸的减小r
有研究C４０y已经证实 ght 侧弯弧线的形成与胸椎生理
曲度变小存在明显相关性r 而这可能正是因为脊柱
前柱生长快于后柱o 从而导致了正常胸椎后凸生理
曲度变小甚至消失r 另一方面 rgＣcＴohＯＮu 等 C４１y

认为 Ｔi 的变化主要与胸椎椎体和椎间盘的形状及
定向有关o 由于 ght 患者的这些参数均已经发生变
异o结果就导致 Ｔi 值与正常人群不一致o此差异在
胸弯患者中表现得更加明显r

与变小的 Ｔi 值不一样o 本研究结果所示 ght
患者 22 值与正常儿童相近o 其原因可能是因为 22
与骨盆矢状位形态密切相关所致r 骨盆参数作为反
映骨盆形态及位置的指标o 在脊柱一骨盆系统中显
得十分重要 C４２yr leＶg2csCge.,EC 等 C４３y将骨盆

入射角 2ｐLｌdｉAｉｎv ｉ;LｎvLo.he 描述为骨盆的基本参
数o该参数对于每个人都是特定且恒定的o并确定了
骨盆的方向和 22r 2CugＹC 等 C４４y认为由于 .h 为解
剖学参数o.h 被视为能真实反映骨盆解剖形态的参
数o不受主观症状及体位变化的影响o因此可通过术
前骨盆矢状面解剖形态预测矫形术中需达到的理想

22值r 在正常青少年中o骨盆解剖形态控制着骶骨c
骨盆的方位o继而决定了 22C４１yr 从以上研究可见 22
受侧弯影响较小o而受骨盆形态影响较大o这可能是
ght 患者 22 值变化不大的主要原因r 另一方面o腰
段侧弯患者其 22 值较大可能与胸段侧弯患者 Ｔi
较大一样o均与脊柱前柱生长速度快于后柱有关o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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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C
胸腰椎的生理曲度在 opy 的诊断与治疗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C 有研究r４ig指出h在进化过程中h骨盆
和脊柱的矢状位变化导致了脊柱和骨盆形成了紧密

的功能单元h 因此脊柱矢状面平衡对于人体直立行
走t各项运动都十分重要C 伴随脊柱侧弯的矢状面
失衡是引起患者脊柱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 同时也
直接影响侧弯治疗效果c 因此纠正矢状面失衡是侧
弯治疗中必不可少的)在 opy特定运动疗法治疗中(
脊柱矢状面与冠状面t水平面一样(同为侧弯矫正的
重点r４ g2 支具治疗同样注重脊柱矢状面胸腰椎生理
曲度变化情况(用以避免平背的加重C在脊柱侧弯手
术治疗方面( 术前矢状面形态分析与术后矢状面平
衡重建都是目前手术治疗关注的重点C 有学者r４７g认

为在过去的 １0 年中(脊柱畸形诊治受到所谓的0矢
状面分析革命-的影响(进而促进了复杂截骨术的发
展2 由此可见(无论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脊柱
矢状面曲度在侧弯诊断与治疗上都具有重要的意

义(是临床诊治中必不可少的2
20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 对于不同类型 opy 患者
纳入样本量不一致( 导致部分类型侧弯不具有可比
性c另一方面(由于性别 年龄tBｉeejｒ 征均为青少年
特发性脊柱侧弯的危险因素( 所以导致正常组与侧
弯组之间基线资料差异较大2 后续研究将进一步开
展基于不同年龄t不同 Bｉeejｒ 征等级的对照试验(以
获得更高等级的循证医学证据2

综上所述(胸椎与腰椎生理曲度均与性别无关c
opy 患者胸椎生理曲度变小( 但是腰椎生理曲度基
本不变2轻度侧弯患者胸椎生理曲度高于中度侧弯(
但是腰椎生理曲度在轻中度侧弯患者之间几乎无差

异(且与正常人相似2胸段侧弯患者胸椎生理曲度较
小(腰段侧弯腰椎生理曲度较大(两者可能均与脊柱
前柱相对生长过快有关(值得以后进一步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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