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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 ∃ 钢板结合中药治疗腰推滑脱
浙江省衙州市人民医院 %& ∋ ∀ ! ! !( 占蓓蕾 张 春 陈土根 叶 舟

我院近三年来应用 # ∃ 钢板结合中药治疗腰椎滑 度外
,

其余全部恢复正常
)

∗∗+ 滑脱 , 例
,

& 例恢复正常
,

脱 , 例
,

获得明显效果
,

现报告如下
。

& 例 由 ! − .+ ) 工∗∗+ 滑脱 & 例
,
∗例恢复正常

,

∋ 例由 / .+

临床资料 − 0
,

其 中 例 ∋ 个月后检查发现又由 ∗
。

− ∗∗+
。

症状与

本组 , 例中
,

男 ! 例
,

女 , 例 ) 年龄 ∋∋ − , 岁
)

体征
1

∋ 例腰腿痛消失
,

∀ 例明显好转
)

术前下肢皮肤

病史最短 ∋ 个月
,

最长 ∋ 年
。

脊柱滑脱类型
1

峡部崩 感觉障碍及肌力减退 2 例
,

术后全部恢复正常
。

植骨

裂性 例
,

退行性 & 例
,

创伤性 ∀ 例 ) 滑脱等级
1
!  例

,

愈合
1

术后随访半年以上者 ∋ 例
,

包括椎体间植骨  

/
3
, 例

,

/ .+ & 例
) 4 5 平面滑脱 ∋ 例

,

4 ∀ 平面滑脱 ∀ 例
。

例和横突间植骨 6 例
,

均已愈合 ) 其余 ∀ 例
,

术后不足

症状
1

术前均有慢性腰痛史
,

其中单纯腰痛 ∋ 例
,

一侧 半年
,

故不能确认是否愈合
,

但术后 & 个月 以上者均是

腰腿痛 6 例
,

双侧腰腿痛 例
) 6 例在滑脱椎间隙合并 有模糊骨痴生长

。

钢板已经取出的 & 例
,

随诊未见丢失

椎间盘突出
,
∋ 例椎体后缘骨峪增生

)
2 例有椎管及神 矫正度

。

经根管狭窄
,

具有典型的间歇性跋行或尿失禁 % 例 ( ) 讨 论

! 例外观姿态畸型
,

表现为腰部前凸增加
,

腰能部压
7

复位的意义
1

人体腰椎有正常生理前凸
,

4 ∀
、

46

痛
,

直腿抬举试验阳性 ∀ 例
,

下肢感觉障碍 , 例
,

肌 倾向前下方
。

所以 自上而下的压力在关节突的关节部

力减退 6 例
。

即分为两个分力
,

一为垂直压向椎间盘的挤压分力
,

另

治疗方法 一为滑向前下方脱位的分力
。

由于这种解剖位置关系
,

患者俯卧位
,

局部麻醉
,

以滑椎为中心
,

作后正中 使 4 ∀
、

6 常处于潜在的不稳定地位
。

在正常情况下由于

切 口
,

包括上下各 一 ∋ 个椎节
,

显露两侧关节突外缘
。

后关节的制约
,

骨本身的粘弹性和椎间盘的束缚等稳

切除滑椎的棘突
、

椎板及下关节突
,

峡部不连部纤维增 定因素
,

4 ∀
、

6 被限制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
。

一旦这些

生组织以及其它疤痕组织
。

适当扩大椎管及神经根管
。

因素受到破坏
,

人体重力的传导可使 4 ∀ 或 4 5 椎体沿

探查椎管
,

如有椎间盘突出或骨峪增生均摘除
。

然后上 下一椎节向前滑脱
。

腰椎滑脱后人体重心后移
,

骨盆前

# ∃ 钢板
,

使用方法
,

以 4 ∀ 滑脱为例
,

4 ∀ 植入推拉螺 倾
,

腰椎前凸增加
,

腰椎向前滑移剪力增加
,

就会加重

钉
,

下一椎节植人 !! − 6! 的角度螺钉
,

螺钉植人后将 滑脱
,

造成椎管或神经根管狭窄而发生一系列神经症

螺棍加压撑开螺帽及双通螺帽装上
。

推拉螺钉尾部穿 状
。

过双通螺帽孔
,

套上螺帽
,

螺棍的另一端放人角度螺钉 长期以来对滑脱椎节是否整复尚有争议
。

术中我

的 8 型槽 内
,

旋紧夹住该端的两只螺帽
,

使螺棍及双 们发现腰椎滑脱后
,

椎管发生
“

阶梯
”

样改变
,

硬膜囊

通螺帽向上抬起
。

旋紧推拉螺钉尾端的螺帽
,

即可产生 呈
“5 ”

样变形
,

且滑脱越严重
,

这些病理变化越明显
,

向后的拉力
,

使滑脱椎体复位
。

调节夹住 8 型头的螺 而当滑脱矫正后则可获得改善
。

说明椎体滑脱是该病

帽
,

使两节椎体间适当加压
,

再上锁固螺钉
,

内固定完 病理变化的原因
,

故应尽可能整复滑脱之椎体
。

成后进行植骨
。

本组行椎体间植骨 例
,

横突间植骨 , ∋
7

内固定复位的选择
1

近年来一些作者采用不同

例
,

小关节间植骨 例
。

术后负压引流 ∋∀ 一 ∀9 小时
,

并 的内固定器材开展对腰椎滑脱的整复治疗
,

疗效评价

给以有效的抗生素
。

同时按创伤的发展阶段给予中药
,

不一
。

本组全部采用 # ∃ 钢板进行复位内固定
,

并结合

早期以攻下逐疲法
,

常用桃仁承气汤和地龙散加减
,

如 中药治疗腰椎滑脱收到了满意效果
。

作者认为 # ∃ 复

术后痛甚加元胡
、

地鳖虫等
,

腹胀明显加厚朴
、

积壳等 ) 位固定器治疗腰椎滑脱有以下优点
1

有效而安全地

周拆线后改用接骨续伤法
,

常用续骨活血汤加减 内 复位滑脱椎体
,

恢复正常的脊柱力线
,

恢复腰骸部的稳

服
,

红花油
、

正骨水等外用
 ! 周即以补益肝肾法为主

,

定
 

∀ 有效地完成马尾和神经根的减压
,

解除症状
 

#

常用健步虎潜丸加减
。

通过坚强的内固定
,

可使患者在简单外固定 ∃腰围 % 下
,

治疗结果 早期活动
,

提高植骨融合率
 &∋ ( 钢板各部件均使用

本组病例全部获得随访
,

时间 ! ) ! 个月
。

术后 ∗ !+ , − . / 不锈钢材料制成
,

故器械因素的并发症少
,

全

线检查
0 1 滑脱 2 例

,

除 + 例无明显改善
、 + 例矫正过 组无异物感染及断钉

、

断棍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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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 弓根钻孔技术
1

钻孔技术是手术成功的关键
,

术者必须熟悉椎弓根解剖
,

选择合适的钻孔点
,

即髓双

侧横突中点的横线及沿小关节突外侧缘的纵线相交点

与棘突成 6
“

角
。

这样正好与椎弓根管道斜度一致
,

钻

人螺钉
。

由于腰椎滑脱往往伴有椎体倾斜
,

尤以 .. 0 滑

脱更为明显
。

因此每当打钉时均应在 : 臂 ; 线监视或

通过 ; 线摄片定位
,

才能准确确定矢状面上的角度 %螺

钉与椎体上下板平行(
。

螺钉应一次进人
,

二次进钉往

往会减少把持力而影响复位的完善
。

同时还应注意螺

钉进入的深度
。

推拉力螺钉尖部最好吃人椎体前方皮

质骨
,

以增强拉力
。

这一点对伴有骨质疏松的患者尤为

重要
。

本组 ∗例 ! 滑脱者
,

术后恢复到 ∗
“ ,

但 ∋ 个月

后又发生 ∗∗+ 滑脱
。

其原因是患者年龄较高
,

骨质稀疏
,

推拉力螺钉只进入椎体的  ! <
,

以致当骨质吸收螺钉

抓握力不足而再次发生滑脱现象
。

目前临床上使用的

推拉力螺钉比其它弓根螺钉尖部平滑
,

穿入椎体前方
,

如不超过一个螺钉一般不会发生血管损伤的并发症
。

∀
7

椎管探查与植骨融合
1

对于是否进行椎管探查
7

各家意见不一
。

作者认为治疗腰椎滑脱
,

除恢复腰骸部

正常生物力学解剖位置外
,

还应彻底解决造成或可能

造成推管及神经根管狭窄的继发因素
。

本组 6 例椎间

盘突出
,

∋ 例椎体后缘骨峪增生都是通过手术探查发

现的
。

可以说椎管探查是保证治疗和维持治疗效果不

可缺少的治疗措施
,

还可以防止滑椎矫正过度
。

愉骨融合是治愈本病的最后标准
。

滑脱复位能否

满意取决于复位固定器的作用和操作技术
,

而最终维

持复位则依靠坚强的脊柱融合
,

尤其是取出内固定器

后
,

更是维持脊柱稳定的唯一依靠
。

6
7

中医认为肾与骨骼系统
、

神经系统及腰部有密

切的关系
。

患者察赋不足
、

肝肾亏损
、

筋骨不强往往是

造成腰椎滑脱的主要原因
,

故作者在腰椎滑脱术后着

重给以补养肝肾
、

强壮筋骨之剂以促进植骨融合
,

减少

腰痛等后遗症
。

本组经随访 , 个月以上的 ∋ 例
,

均一

次融合成功
,

术后 & 个月以上的 ∀ 例也见骨痴生长
,

可

见结合中药调理可以提高治疗效果
。

%收稿
1

6 一 ! 一 ! , (

膝关节镜诊断和治疗膝关节损伤 &! 例
长春一汽集团职工医院 %. & ! ! 2 ( 刘 强

我院 自 年一 ∀ 年用德国 引进的膝关节镜 炎
1

可行镜下剪除
、

切除
、

创削及大量生理盐水冲洗
,

检查和治疗膝关节损伤 &! 例
,

效果满意
7

报告如下
。

尤其结核性质的滑膜炎可以注射药物
。

临床资料 本组 & 。例
,

男 例
,

女 & 例
)
年龄 治疗结果 本组 &! 例

,

经过膝关节镜检查确诊
,

∋ 6 一 , 6 岁
)

半月板切除 , 例 %镜下切除 ∋9 例
,

小切 口 治疗效果均为满意
。

半月板切除
,

除 ∀ 例行小切 口切

切开关节囊行半月板切除 ∀ 例 (
,

关节内骨性游离体 开关节囊半月板切除时间在 ∀ 一 , 周愈合外
,

其余均为

摘除  例
,

风湿性滑膜炎 & 例
,

外伤性滑膜炎 ∋∋ 例
,

 − ∋ 天愈合
。

经过 ,一 6 个月随访
,

& ! 例经膝关节

结核性滑膜炎 例
。

镜检查治疗后无膝关节明显疼痛
、

肿胀
、

功能受限等
。

治疗方法 %. ( 病人在腰麻下取仰卧位
,

屈曲伤  例关节内游离体镜下摘除后 & 个月无疼痛
。

, 例半

膝关节在 ∀!
。

左右
,

在骸骨外上缘进人一条小管使膝关 月板切除后一年内无明显疼痛及绞锁现象
。

& 6 例滑膜

节充分冲洗
。

其次在膝关节下方进人关节囊内广角镜 切除后半年内无肿胀
、

渗出或明显疼痛现象
。

例结核

%!+ 一 6! 角 (
,

放出冲洗的液体后用膝关节镜配合电视 性滑膜炎切除后约 ∋ 年随访仍然时有渗出
、

疼痛
、

膝关

观察膝关节内外侧韧带
、

半月板
、

滑膜
、

前交叉韧带的 节活动略有受限
。

改变
。

术后用弹力绷带
,

一周后可离床活动
。

%∋( 韧带 体会 应用膝关节镜应注意
1

膝关节镜与电视

损伤
0

经镜下观察如侧付韧带不全损伤可用长腿石膏 连接线因无法消毒
,

操作不慎易造成皮肤及关节内感

托外固定
,

完全断裂采用切开韧带修补术
,

其中前交叉 染
 

∀ 探查膝关节外侧时要防止用力过度造成排走神

韧带断裂也可采用切开钢丝内固定术
。

∃ !% 关节软骨损 经损伤
 

# 探查前交叉韧带时防止胭窝动脉误伤&探

伤
0

如果关节面脱落可利用抽吸系统吸出或生理盐水 查时不能盲 目
,

不能乱钻孔否则易造成胫前筋膜间隙

冲洗及用关节镜钳钳除
。

∃3 % 关节游离体
0

直接用关节 综合症
 
4 只要正确选择穿刺部位

,

及选用不同直径的

镜钳钳除
。

∃ 5 % 半月板软骨损伤
0

如有边缘不整齐或撕 关节镜
,

手术是安全可靠的
。

其次需要扎实的解剖学知

裂可在镜下用关节镜刀部分切除
。

如半月板损伤较重
,

识及熟练的操作技术
,

可以减少创伤
,

有利于手术后的

行小切 口切开关节囊行半月 板切除
。

∃, % 膝关节滑膜 功能恢复
。

∃ 收稿
0

+6 6, 一 7! 一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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