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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渗盐水治疗脊髓急性压迫损伤的

实验研究

李方财 陈其听 徐侃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骨科
,

浙江 杭州 !#   +5 ∀

6摘要】 目的 观察高渗盐水对脊髓损伤的治疗作用
,

并探讨其作用机制
。

方法 !∃ 只 78 大鼠

造成 /#  节段脊髓急性压迫损伤后
,

随机分为三组
9

高渗盐水治疗组
、

生理盐水治疗组及对照组
,

每组观

察损伤后 #
、

: 周两时间段 ; 评价动物神经功能
,

观察各时间段脊髓病理改变
,

计算脊髓残留组织保留率
。

结果 高渗盐水治疗组动物神经功能恢复更快
、

更完全
,

与生理盐水组及对照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意义

尸 !
∀

!# ∃ % & 损伤后 ∋周
,

高渗盐水治疗组脊髓组织炎症反应
、

水肿明显减轻 % ( 损伤后 ) 周
,

高渗盐

水治疗组脊髓残留组织保留率显著增加
,

与其它两组相 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尸  !
∀

!∋ ∃
。

结论 高渗

盐水能减轻脊髓组织病理改变
,

促进神经功能恢复 %减轻损伤后脊髓组织的炎症反应及水肿是其作用机

制之一
。

【关键词】 脊髓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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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继发性损伤机制是导致脊髓损伤后神经功

能丧失的主要原因
,

而脊髓继发损伤机制是渐进发

生
、

并可逆转的
,

因此
,

阻止或减轻脊髓继发损伤机

制成为脊髓损伤治疗的主要 目的ϑ ‘〕。 近来研究表

明
,

高渗盐水能减轻或阻止脊髓损伤后的一些继发

性损伤机制
,

以及减轻脊髓损伤早期的组织病理改

变ϑΓ, Η〕
,

但尚缺乏长期的行为学与组织学证据
。

本研

究通过脊髓急性压迫损伤动物模型
,

观察脊髓损伤

后大鼠后肢运动功能恢复及脊髓病理改变
,

探讨高

渗盐水对脊髓损伤的治疗作用及其作用机制
,

为临

床应用高渗盐水治疗脊髓损伤提供实验依据
。

材料与方法

动物模型制作 重量 Η#! 一 )!! Ι 的 ΘΡ 大鼠
,

]∀∋]∀且

∋⊥戊巴比妥钠腹腔内注射麻醉后
,

取俯卧位
。

咬除

Λ∋ !棘突至根部
,

用牙科打磨钻于椎板上磨制一直径

约 Ε
∀

_ Β 圆孔
,

去除局部黄韧带
,

旋人直径 Η
∀

! Β



不锈钢螺丝钉
,

根据预实验结果
,

造成脊髓约  <压

迫损伤 +按脊髓前后径计算 5
。

: & 后旋出螺丝钉
、

咬除上下各一节段棘突
、

椎板及黄韧带
。

#
4

动物分组 !∃ 只 78 大鼠随机分为三组
9
高渗

盐水治疗组
、

生理盐水治疗组
、

对照组
,

对照组仅完

成上述模型
,

未接受任何治疗 ; 高渗盐水治疗组除完

成上述模型外
,

于压迫 = ∋( 后
,

股静脉注射 >
4

<

高渗盐水
,

剂量为 时人? ;生理盐水治疗组则 以生

理盐水代替高渗盐水
,

余同上
。

每组观察损伤后 #
、

:

周两时间段
,

各时间段每组动物数均为 ∃ 只
。

#
4

! 神经功能评价

#
4

!
4

# 膀胧 自主排空功能评价 以膀胧能 自主排

空且排尿连续为功能恢复
,

而膀胧不能自主排空
、

排

尿淋漓为无功能恢复
。

#
4

!
4

≅) 772
,

玫
) ,,∋Α

,

≅Β ΑΧ () & ) (
+≅≅≅ 5运动评分 6 :〕

于宽阔平地上进行
,

观察动物后肢各关节活动
、

行走

步态
、

前后肢协调性等
,

分数为 2 一 # 分 +完全无活

动为  分
,

活动正常为 # 分 5
,

以双后肢分数的平均

值作为最后评分
。

#
4

: 组织学方法与评估 于观察期结束
、

神经功能

评价后
,

用致死量戊巴比妥钠处死大鼠
。

组织灌注

固定法
,

取出 几
、

/Δ 。
、

/Δ
Δ
三节段脊髓

。

标本连续冰

冻切片
,

分别行 壬正染色及甲苯胺蓝染色
。

观察损伤

段及其头尾段脊髓组织 的病理改变 ; 并把损伤段脊

髓组织分为损伤组织与残留组织两部分
,

以神经元

及轴突的染色
、

外形
、

密度基本正常者为残留组

织 67∗
。

应用 2Χ ∋Β ∋7 软件+1
ΑΒΧ ∋Ε ( :

4

 ∀ 陇Φ 3Γ Η Ι ( ∋
ϑ

1 ΑΒ Χ∋, Κ 5计算残留组织保留率+残留组织面积 Λ 脊髓横

截面面积 Μ #  < 5
。

#
4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采用 7Ν 77 # 
4

 软件

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加 Ο 检验
,

以 尸 Π  
4

 为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
。

结果
4

# 神经功能评价
4

#
4

# 膀胧自主排空功能 高渗盐水治疗组动物

膀胧自主排空功能恢复较生理盐水治疗组及对照组

更快
、

更完全 ; 于损伤后 : 周
,

高渗盐水治疗组动物

恢复率为 Θ!
4

! <
,

而生理盐水治疗组
、

对照组分别为

!!
4

! <
、

 <
,

见图 #
。

4

#
4

≅≅≅ 运动评分 高渗盐水治疗组动物后肢

运动功能恢复也更快
、

更完全
,

≅ ≅≅ 运动评分与其余

两组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损伤后 # 周 Ρ Σ ∃
4

∃Θ
,

Ν +  
4

 ;损伤后 : 周 Ρ Σ Θ
4

: Θ >
,

Ν +  
4

 # 59 于损

伤后 : 周
,

生理盐水治疗组
、

对照组 ≅≅ ≅ 运动评分分

别为 ∃
4

: 士
4

#
、

∃
4

∀ 士
4

+ 后肢三关节有 明显活动
,

但不能支撑体重 5
,

而高渗盐水治疗组为 ##
4

∃ 士
4

:

+后肢能站立
,

但步态及运动协调性有不同程度障

碍 5
,

见图
。

瓣血举黔洲皿傲取招

对照组

生理盐水组

高渗盐水组

对照组

生理盐水组

高渗盐水组

众啥称润淘曰曰
哥州书娜沼

盐水组 盐水组

圈 # 动物膀胧自主排空功能恢复率+< 5

注
9

’

Ν Π  
4

 
,

”Ν +   #

图 #正归运动评分

注
9

4 ’

Ν +  
4

 #

图 脊髓残留组织保留率+< 5

4

组织学评价
4 4

# 组织学一般观察 于损伤后 # 周
,

脊髓组织

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炎症
、

水肿 以及神经元不同程度

的变性
、

坏死
,

高渗盐水治疗组上述病变程度较其它

两组轻微
、

范围也减小
,

而生理盐水治疗组与对照组

间无明显差异
,

见图 !
。

于损伤后 : 周
,

脊髓组织出

现不同程度的坏死
,

坏死组织表现为空洞形成
、

胶质

细胞增生
、

脊髓软化等
,

高渗盐水治疗组上述病变较

其它两组明显减轻
,

损伤组织范围缩小
,

见图 :
。

4 4

损伤节段脊髓残留组织保留率 对照组
、

生

理盐水治疗组
、

高渗盐水治疗组脊髓残留组织保留

率+< 5分别为
9 ∀

4

士 ∀
4

>
、

! !
4

# 士
4

∀
、 4

> 土
4

∀
,

高渗盐水治疗组较其它 两组差 异有显 著性意义

+Ρ Σ #
4

! >
,

Ν +  
4

 # 5
,

见图
。

! 讨论

!
4

# 动物模型 本研究采用大鼠脊髓急性压迫损

伤模型
,

主要基于临床上的脊髓损伤大多来 自于脊

柱骨折脱位所造成的脊髓急性压迫
。

此外
,

根据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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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渗盐水治疗组 生理盐水治疗组

注
9

灰色区域为脊髓残留组织
,

白色区域为损伤组织

对照组

图 : 损伤后 : 周各组脊髓残留组织
、

损伤组织示意图

实验结果
,

当脊髓受压  < 并持续 : &
,

脊髓神经功

能恢复即非常有限甚至不恢复
。

因此我们采用持续

压迫 : & 的动物模型
,

以利于更好地评价高渗盐水

的治疗作用
。

!
4

高渗盐水对脊髓损伤的治疗作用 本研究结

果显示
,

高渗盐水治疗组的各项评价指标与生理盐

水治疗组
、

对照组相 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高渗盐

水治疗组的动物膀胧自主排空功能及后肢运动功能

恢复较其余两组更快
、

更完全
。

于损伤后 : 周
,

高渗

盐水治疗组 ≅ ≅≅ 运动评分显著恢复
,

动物能站立 ;而

生理盐水治疗组及对照组的动物 ≅≅≅ 运动评分虽有

一定程度的恢复
,

但不及高渗盐水治疗组
。

组织学

观察也显示
,

于损伤后各期
,

高渗盐水治疗组脊髓组

织变性
、

坏死明显减轻
,

范围也 明显缩小 ;并且
,

于损

伤后 : 周
,

高渗盐水治疗组脊髓残留组织保留率较

其它两组显著增加
。

上述结果说明
,

高渗盐水有利

于减轻损伤后各期脊髓组织的病理改变并促进神经

功能恢复
,

从我们长达 : 周的研究结果表明
,

它对脊

髓损伤的治疗作用是确切而稳定的
。

!
4

! 高渗盐水治疗脊髓损伤的机制 高渗盐水治

疗脊髓损伤的机制目前仍不明确 6“Τ
。

本研究结果显

示
,

高渗盐水治疗组脊髓组织炎症反应
、

水肿明显减

轻
,

相应地
,

脊髓组织的变性
、

坏死也较轻微
。

这一

结果表明
,

高渗盐水通过抑制损伤后脊髓组织 的炎

症反应
、

减轻组织水肿
,

从而一定程度上阻止脊髓继

发性损伤的进一步发展〔!
,

>〕
。

因此
,

我们认为
,

减轻

损伤后脊髓组织的炎症反应与水肿是高渗盐水治疗

脊髓损伤的作用机制之一
。

尽管高渗盐水能减轻或抑制脊髓损伤的一些继

发性损伤机制
,

促进脊髓损伤后的神经功能恢复
,

但

脊髓继发性损伤机制是一系列非常复杂的病理反应

过程
,

单通过高渗盐水就欲解决脊髓损伤的所有病

理机制显然也是不现实的
。

然而高渗盐水在临床上

较易获得
、

价格低廉
,

且尚未发现其明显的毒副作

用 6ΘΥ
。

因此
,

如果结合其它一些药物同时治疗脊髓

损伤
,

将有可能获得更满意的疗效
。

+本文图 ! 见后插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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