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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筋膜导致胸廓出 口综合症

山西医学院附属一院 ∗∀ # ∀ ∀ ∀ +

田存平 王瑞庆 尹云生
‘

张正之

摘要 本文分析了 ,  一 ! 年手术治疗 −! 例胸廓出口 综合症病人
,

经手术证实引

起胸廓出 口 综合症之主要病 因中除通常所述的斜角肌病变
、

颈肋
、

胸 小肌出点处病 变和肋

锁间隙病变外
。

还有一种病因
,

即胸膜上 筋膜 ∗∃ %& ∋( ) 筋膜 +卡压臂丛下干 而导致胸廓出 口

综合症
。

其中  列行手术探查肘
,

未发现其他卡压 因素
,

仅发现臂丛下干表面覆盖一层薄的

筋膜
,

遂对此筋膜进行了松解
,

术后症状明显缓解
,

因此认为此膜系卡压 因素
。

关键词 胸廓出 口 综合征 胸膜上筋膜

臂丛神经血管受压征指臂丛神经尤其是下 续作屈指适动
,

不能坚持 分钟者为阳性
。

此组

干和锁骨下动
、

静脉在胸廓出口 部因各种原因 病人均为阳性
。

锁骨上窝叩击试验  !∀ #∃%

受压
,

从而引起上肢或颈
、

肩痛症
,

无力
,

肌萎缩 & ∃∀ ∋ ( )

检查者用中指 反复叩击 患者锁 骨上窝

或肢端缺血为特征 的症侯群
,

通常称为胸廓出 丛
,

出现手指麻木或异样为阳性
。

此组病人 ∗ 例

口综合征
。

我院在 + , − . / +, , 0 年 1 月收治了 为阳性 + 例为阴性
。

20 例
,

均予手术
。

在手术 中发现其中 . 例并无 1
3

4 线检查未见颈椎
、

锁骨部有异 常改变
,

斜角肌异常
,

也无颈肋及肋锁间隙异常
。

但臂丛 电生理测定 患侧较对侧潜 伏期延长 + 毫秒以

下立表面覆有一层薄的筋膜
,

致下干无活动余 上
。

地
,

将此筋膜松解
,

术后患者 即感症状明显 缓 手术探查卡压原因

解
。

因此我们认为此筋膜系引起臂丛下干卡压 所有手术均采用锁骨上人路
。

术中未见前

原因之一
。

中斜角肌异常
,

其间隙对臂丛下干也 没有构成

临床资料 长压
。

肋锁间隙宽畅
,

也未形成卡压
。

但在臂丛

本组 . 例中
,

女性 0 例
,

男性 5 例
。

年龄 +. 下干表面
,

可见一层坚韧而薄的筋膜覆盖于表

一 0 6 岁
,

平均 50 岁
。

右侧 0 例
,

左侧 5 例
。

病史 面
,

使上干紧贴第一肋
,

没有一点适动度
,

松解

1 月一 2
3

0 年
。

该筋膜后
,

症状明显缓解
,

并逐渐恢复
。

本组病

+
3

主要临床表现
)

为臂丛神经下 干受压为 例是在 + 例经他院手术治疗胸廓出口综合征无

首发症状
,

即患 肢麻木
、

乏力
、

易倦
,

体感觉 异 明显疗效
,

又在我 院再次手术探查 时发现此卡

常
,

手内肌萎缩
。

压原因而受到启发
。

因此认为凡有胸廓出 口征

5
3

特殊试验结果
)

7 斜角肌挤压试验 8 9
一

症状患者
,

经手术探查如未发现前中斜角肌异

∀! : & ∃∀ ∋ ( )

此组病人均为阴性
。

; 肩过度试验 常
,

颈椎
、

肋骨异常
,

并无 明显卡压迹象者
,

均采

< =>∀ ?∋ &∃ ∀∋(
)

摸及挠动脉搏动后将患肢被动 用胸膜上筋膜松解术
,

效果较佳
。

过度外展和屈肘
,

搏动减弱或消失为阳性
。

此组 讨论

病人均为阴性
。

≅ 挺胸试验 Α 9 ∃: & ∃∀ ∋ ( )

嘱患 +
3

胸膜上筋膜解剖特点
)

陈履平等在胸廓

者尽量将肩部移向后下方
,

如立正姿势
,

挠动脉 出口 的临床解 剖研究 中川 曾提到胸膜上筋膜
,

改变为阳性
。

此组均为阴性
。

Β运动试验 Χ !! ∀
但未注意到此膜的解剖特点

,

以及此膜对构成

& ∃∀ ∋(
)

嘱患者外展屈肘 ,6
。 ,

前臂旋前
,

双手持 长压的因素
。

在局部解剖教科书中Δ5Ε 对胸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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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膜作了详述
。

胸膜上筋膜又称 ∃% &∋( )
筋膜

,

是一层薄的

筋膜
,

胸膜顶向上达第 肋骨颈平面
,

由两侧肺

尖前面呈锥形附着于颈  横突
。

由颈  椎体和

横突及第 胸椎延伸向下达第 肋骨内侧缘后

缘坚固锐利如一弦
,

其内缘变薄
,

逐渐消失于颈

部结缔组织 中
。

后缘与颈  横突至第一肋颈之

间有一裂隙
,

颈 , 和胸 神经根通过此间隙
,

如

此间隙变窄
,

即对臂丛下干形成压迫
。

.
/

此类胸郭出口 综合征之卡压特点
0

胸廓

出口综合征 ∗1 2∃+ 的病理基础是胸廓出 口 的解

剖变异 3∋4
,

如颈肋
、

原始第一肋骨
、

肋 锁间隙狭

窄
、

前斜角肌肥大或止点变异
,

上臂过度外展引

起胸小肌张力增大
,

肩下垂或胸廓出 口 异常纤

维束带等原因
,

而导致臂丛神经血管受压
,

出现

1 2 ∃
。

经我们观察 1 2 ∃ 患者大多兼有神经和血

管受压症状
,

但以神经受累为主
。

因此我们认为

大多数的 1 2 ∃ 病人的症状是由于臂丛下干受

压或激惹所引起
,

而前臂内侧皮神经感觉异常

是确诊 1 2 ∃ 的重要诊断依据川
。

本组病例均有

前臂内侧皮神经感觉异常
,

伴有沿尺神经分布

的感觉异常和麻痛
,

以前臂尺侧和第 − 5 ! 指最

为常见
,

重者伴前臂及手内在肌萎缩
。

由于颈 ,

和胸 神经根通过 ∃% &∋( )
筋膜后缘与颈  横突

至第 肋颈间隙
。

而锁骨下血管不通过此间隙
,

故血管未被卡压
。

因此病人不会出现 6 7 ∋( )

征
、

8 9% : ;< 征和 = 7 >) 征阳性症状
。

因此在手术

探查时
,

对单纯表现神经受压
,

而又未见到明显

卡压因素的病人
,

要考虑到 ∃% &∋( )
筋膜卡压的

可 能性
,

而常规行松解 术
,

以减除 ∃% & ∋
() 筋膜

的卡压
。

#
/

有关诊断问题
0

关于 1 2 ∃ 的检查方面

报道不少
,

其检查法均为 6 7 ∋
() 征

、

? 9% : ;< 征
、

= 7 > )
征

、

≅ ( ( ∋
征及 Α ( ∋ Β> : 征

,

一般用上述检查

法即可确诊
。

≅ ( ( ∋仁#〕认为 = 6 ∃ 1 ∗> Β> Χ Δ <> 7 Δ 9 Ε

∋ < 9 > ∋ ∋ < > ∋ < +试验 1 ( ∋ 最为可靠
。

即病人取坐位
,

挺胸
、

屈肘
,

抬起双上肢 ∗
“

投降
”

姿势 +
,

缓缓握

拳和松拳 # 分钟
。

正常人除有轻度疲劳外无任

何症状
,

而 1 2 ∃ 病人自试验开始即感患肢沉重

疲劳
,

逐渐手指麻木
,

臂
、

肩部疼痛或手部发 白
,

受试后不久患肢即不 自主地突然坠落
。

此试验

类似 ≅ ((
∋ 1 > ∋ <

。

我们认为在 1 2 ∃ 病人中
,

如 因 ∋ %& ∋ ( )
筋

膜引起卡压而 出现症状者在上述检查法中不会

出现挠动脉搏动减弱或消失
,

因 ∃% &∋( )
膜未构

成对锁骨下血管的压迫
,

故 6 7 ∋( )
征

、

= 7>) 征
、

?
9 %: ;<

征均为阴性
,

反出现 ≅ ( ( ∋ 1 > ∋ < 及 Α > ∋ Φ

Β> : 1 > ∋ < 征阳性
。

有文献报道肌电图和神经传导速度测定对

诊断 1 2 ∃ 价值较小困
。

但我们认为它可作为临

床提供佐证及明确臂丛神经损害的范围和程度

也有助于排除其他神经疾患和用于术后 随诊
,

应予采用
。

Γ 1 和 Α ≅ Η检查对鉴别诊断有意义
,

能除外颈椎间盘突出和脊髓肿瘤等
。

普通 Ι 线

检查有助于观察有无颈肋或肋骨
、

锁骨异常等

有关骨性病变
。

−
/

有关治疗的问题
0

非手术治疗难以治愈

本病
。

手术的 目的是充分松解胸廓出 口
,

去除对

血管和神经方面的压迫
。

对以臂丛下干受损为

主的 1 2 ∃ 病人
,

宜采用锁骨上横切 口
,

充分显

露前
、

中斜角肌及臂丛
,

常规切断前
、

中斜角肌
,

以得到充分松解
,

再充分显露 ∃% & ∋
() 筋膜

、

观

察臂丛下干的适动范围
,

若无适动度
,

则要充分

松解此筋膜减除对臂丛下干的压迫
,

使 1 2 ∃ 得

到治疗
。

总之
,

在术中如未发现其他卡压因素
,

应作

为常规检查松解 ∃% &∋ ( )
筋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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