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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棘突截骨再植椎板弓形切除术的临床应用
(附 36 例报告 )

何 斌 郑荣兴
(靖江市人民医院

,

靖江
,

2 1 4 5 0 0 )

摘 要 作者采用腰椎棘突截骨再植
、

椎板弓形切除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及腰椎管狭窄症 36 例
,

术中解决了暴露椎

管与维持脊椎稳定性的矛盾
,

术后 32 例随访 1 年以上
,

优良率达 10 0%
。

关健词 腰椎间盘突出症
;

腰椎管狭窄
;

截骨再植

自 1 9 0 0 年 S a e h s 和 F r a o n k e l 提 出全椎板切

除术以来
,

椎板切除术得到 了广泛应用
。

但也出

现了许多并发症
,

如脊柱滑脱
、

下腰痛复发
、

坐

骨神经痛等
。

本院从 1 9 9 4 年以来采用腰椎棘突截

骨再植
、

椎板弓形切除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及

腰椎管狭窄症 36 例
,

解决了术中暴露与稳定的矛
。

同时为减轻术后椎管内外粘连提供了一种方
。

现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本组共 36 例
,

男 22 例
,

女 14 例
,

年龄 25 ~

53 岁
,

平均 40 岁
。

单纯腰椎间盘突出症 16 例
,

椎

间盘突出伴神经根管狭窄症 12 例
,

腰椎管狭窄症

8 例
。

单一椎板间隙弓形切除 13 例
,

2 个椎板间

隙弓形切除 15 例
,

3 个椎板 间隙弓形切除 8 例
。

切除的椎板间隙均在第三腰椎以下
。

1
.

2 手术方法

患者俯卧位
,

后正中切 口
。

在病变下一棘突

平面横断棘上韧带及棘突
,

将所截棘突近端部分

基底部截断后
,

连同所附着的棘间韧带
,

棘上韧

带一起翻转
,

根据病变范围可将一个或数个棘突

基底部截断后同时翻转 (图 1 )
,

以显露病变节段

的椎板间隙
。

直视下在关节突内侧
,

必要时包括

部分关节突内侧连同该间隙的部分椎板 弓形切除

( 图 2 )
,

充分显露椎管
,

可顺利进行椎管内手术
。

如保留椎板部分仍有椎管狭窄
,

则可用椎板咬骨

钳潜行将增厚的椎板内层皮质咬除
。

病变涉及多

个间隙
,

则可用同样方法手术
。

椎管内手术完成

后
,

将翻转的棘突基底部修平后植 回原间隙
,

如

椎板窗口较大
,

可将棘突基底部纵 向劈开后植在

残留的关节突或椎板上给予缝合固定
。

盾法1.1

图 l 截断棘突示意图

(虚线为截除部分 )

2 结 果

临床评定标准
:

优
:

无疼痛症状
,

能恢复原工

图 2 椎板弓形切除示意图

(虚线为切除部分 )

作
。

良
:

偶有腰腿疼痛
,

但能恢复原工作
。

可
:

疼

痛较术前明显缓解
,

但原工作仍受限制
。

差
:

症状

无改善或加剧
。



本组病例术后 卧床 1 周后 即鼓励其下床活

动
,

随访时间最长者 24 月 ; 最短 6 月
,

随访超过

1年的 32 例
,

优
:

28 例
,

良
: 4 例

。

关于植骨成活情况随访
:

在 32 例随访 1 年以

上的病例中行 X 线片复查发现棘突在原位生长并

与周围骨质融合的有 18 例
,

占 8 7
.

5%
。

因条件所

限
,

未有 C T 复查
。

3 讨 论

3
.

1 棘突截骨再植的作用

3
.

1
.

1 棘突截骨再植解决了暴露与稳定 的

矛盾
。

椎管后路手术时
,

棘突和棘间韧带在椎板后

方
,

覆盖了部分椎板及椎板间隙
,

给手术暴露带来

困难
。

既往的手术
,

如全椎板切除术
,

切除棘突后

暴露很好
,

但往往会使术前即可能存在的腰椎不

稳定 加重 或使退变 的速度加快而 引起腰椎不

稳 lj[
。

另一类保留棘突的手术
,

如
:

椎板
“
开窗

”

或半椎板切除术
,

因为术野中央被棘突遮挡而导

致过多地 向侧方切除椎板或小关节
。

扩大椎板切

除的面积
,

同样易导致腰椎不稳定或继发性神经

根管狭窄2j[
。

本手术方式
,

将棘突截骨后
,

使椎板间隙棘突

间隙充分暴露
,

具有全椎板切除术的暴露优点
。

在

椎管手术完成后将棘突植回原处
,

与残留的椎板

融合即恢复椎弓后部结构的完整
。

从而避免了全

椎板切除术带来的潜在腰椎不稳
。

3
.

1
.

2 棘突植骨对预防椎管粘连有重要作

用
。

手术部位的癖痕粘连是致术后椎管狭窄的常

见原因 sj[
,

特别是多节段的全椎板减压往往引发

腰椎粘连性蛛网膜炎闭
,

是引起手术失败综合症

的原因之一2j[
。

国内外许多学者提 出各种措施企

图解决术后椎管粘连
。

诸如脂肪片筋膜片或海绵

覆盖
。

L a w so n 在 比较了各种覆盖材料后提出硬质

材料对预防椎管粘连的作用最好 :4[
。

本术式将棘突基底部覆盖在椎板切除的部

分
,

在棘突与残存椎板融合后即恢复椎管完整的

后壁
,

与术前相比只是将椎板切除换成了棘突
。

既

可避免椎管外疤痕组织长人椎管
,

又可减轻椎管

内疤痕
、

粘连的形成
。

3
.

2 稚板弓形切除的作用

椎板与硬膜囊呈一定的倾斜角
,

椎板上部及

黄韧带
,

椎关节突的内侧区域常常是椎管狭窄的

主要区域困
,

通过此区域前壁可到椎间盘侧部
,

侧

方为椎间管
,

向下为侧隐窝
。

本术式恰好在此部位

将椎板部分切除
,

通过此
“

窗口
”
即可很顺利地取

出髓核组织或扩大椎管
、

神经根管
。

保留的部分椎

板则起到二方面的作用
。

一是维持了椎弓后部环

形结构的完整
,

对腰椎稳定起重要作用
。

另一方面

则成为椎管手术完成后棘突植骨的支点
,

依靠其

支托住棘突可以避免棘突嵌人椎管
,

保证椎管的

有效容积
。

总之
,

本术式通过作者的临床应用
,

感觉具有

操作简单
、

安全
、

暴露充分
。

术中不需特殊器械
,

特别是对于多间隙的椎间盘突出症及椎管狭窄具

有明显缩短手术时间
,

减少腰椎不稳发生的作用
。

当然对于远期的腰椎不稳和椎管粘连的发生率有

待进一步随访
、

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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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分明显低于氯氮平组和舒必利组
,

而氯氮平组和

舒必利组无明显差异
。

3 讨 论

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是指正常精神功能的减

退或缺失
,

一般认为与脑萎缩
、

脑室扩大等脑结

构改变或多巴胺功能降低有关〔 2一 `〕。

对于精神分

裂症阴性症状
,

目前临床尚缺乏有效的药物治疗
,

有人特别推崇非典型精神病药物氯氮平
,

认为氯

氮平不仅有明显的近期作用
,

还可减少复发率
,

提

高慢性患者主动性
,

促进社会功能恢复等远期作

用
,

也有人选用苯 甲酞胺类抗精神病药物舒必

利圈
,

不仅可治疗幻觉妄想
,

还可增加活力
,

特别

对淡漠退缩及木僵等症状有较好的疗效
。

关于二

者合用
,

临床报道较少
。

本组资料显示
:

三组病

例临床疗效相似
,

但合并用药组治疗后 S A N S 量

表分明显低于氯氮平组
、

舒必利组
,

特别是情感

平淡
、

思维贫乏两个症状分改善明显
。

通过观察
、

随访
,

我们认为二种药物合用能明显提高生活质

量
,

增进人际交流
,

对阴性症状较突出的慢性精

神分裂症患者
,

氯氮平和舒必利联合应用不妨一

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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