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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研究概况

寿崟, 樊天佑
(上海市中医医院骨科,上海 200071)

 摘要! 对 1990年 7月 - 2006年 3月国内外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 ( ULDH )的临床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ULDH 的发生可能与年龄、性别、职业、遗传、病史等有关,并且近年来发病率有增高趋势。高位腰椎间盘的解剖特点

决定了 ULDH 的临床表现复杂、误诊率高。一旦确诊应及时手术治疗以避免神经功能恢复困难甚至造成终身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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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腰椎间盘突出 ( upper lum bar disc hern iation, ULDH )

是指 L3, 4以上节段的腰椎间盘突出, 大多数学者认为包括

L1, 2、L2, 3和 L3, 4 3个节段的椎间盘突出, 也有学者
[ 1]认为包括

T 12L1在内的 4个节段的椎间盘, 有的将 L3, 4椎间盘列入低位

腰椎间盘 [ 2]。ULDH, 因其发病率低, 临床表现复杂, 且常常

与低位腰椎间盘突出症并发, 容易造成漏诊和误诊, 漏诊和误

诊率可达 30% ~ 40% , 手术治疗也较为困难, 容易发生手术

失败, 二次以上手术率达到 26 7% [ 3] , 故对该病应有充分的

认识和重视。本文就 ULDH临床相关问题进行简要的综述。

1 ULDH的发病机制

本病的发病率各家报道不一 [ 1, 4 7] ,约占全部腰椎间盘突

出症的 1% ~ 3 78% [ 1], MRI应用于临床后, 发病率近年有增

高趋势, 有高达 11%的报道 [ 7], 这显然与 MRI等诊查手段的

进步有关。ULDH 的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 可能与年龄、性

别、职业、遗传、病史等有关, 好发于中年人 [ 6, 8 9] , 其发生机制

与脊柱的退变有关。而刘新等 [10]认为, ULDH症在解剖特点

上存在活动度大、负荷小、椎间盘突出与外伤关系密切,而与

退变关系不大。刘建青等 [ 11]也认为, 从解剖上看, 该节段的

腰椎位于脊柱胸腰段与腰骶段两个生理性活动范围最大的部

位之间, 其活动范围相对于上述 2个节段较少,故发生退变的

机会相对较少。丹麦学者 [ 12]认为青少年的椎间盘退变也相

当常见,且男性的腰椎退变以高位腰椎间盘为主,而女性则以

低位椎间盘为主, 性别差异显著。但 Sang等 [ 4]调查后则发

现,在 ULDH患者中男女性别比率无明显差异。职业与本病

的发生关系密切, K en等 [6]调查后发现 50岁以下的 ULDH 症

患者中 67%的患者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但 V ideman等 [ 13]

认为椎间盘的退变与年龄、职业等都没有太大关系,而遗传可

能是占主导地位的因素。

ULDH还与其他因素有关, K en等 [ 6]分析认为各种脊柱

疾病造成脊柱的力学强度改变, 令其椎间盘更易受压而发生

病变,比如脊柱滑脱等。Sanderson等 [ 2]指出高位腰椎间盘突

出症的发生与脊柱手术史有密切关系,有 58%的 L1, 2、L2, 3椎

间盘突出症患者曾有过脊柱手术史,而仅有 10%的低位腰椎

间盘突出症患者有相关手术史。而 Sang等 [ 4]认为, 之前有过

手术史或并发其他脊柱疾病而导致的力学改变, 与 ULDH 的

关系不大。

2 解剖特点与临床表现的关系

上腰椎较之下腰椎有如下特点 [ 8]: ∀ 腰椎椎体的高度、
截面积相对较小; # 一般不形成侧隐窝; ∃ 椎板间隙小, 小关

节靠近中线; %硬膜外间隙小,前间隙仅为 1~ 2 mm, 硬膜外

脂肪少; & 神经根走向水平, 横径细, 长度短, 张力相对较大;

∋硬膜囊内神经结构较多; (上腰节段相对稳定,活动范围较
小。这就决定了其临床特点: ∀ 上腰椎受损程度及退变程度

较轻,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及腰椎滑脱发生率低, 但一

经发病会波及更多的神经组织, 临床表现重而复杂; # 腰椎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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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相对大, 发生狭窄的可能性小; ∃ 上腰椎手术操作难度大,

不慎可损伤神经组织。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高位腰椎位于胸椎和下腰椎之间, 椎

体的高度和横截面积逐渐增加 ,椎间盘的厚度也相应增大, 活

动范围也增加。上腰部椎管多呈卵圆形或近三角形, 卵圆形

椎管无侧隐窝, 近三角形椎管有较浅的侧隐窝。椎管较下腰

部明显狭窄, 腰部硬膜囊内神经组织较下腰部多, 硬膜外脂肪

少, 神经根向前外下倾斜, 从上而下斜度逐渐增加, 神经根越

向下越长越粗, 而其硬膜囊周围间隙狭小, 特别是硬膜囊前间

隙很小, 并因神经根细而短, L4及以上神经根出硬膜囊是在

椎间盘平面下方或下位腰神经根出硬膜囊后,行程短、活动度

小。因此, 这些解剖特点造成后 ULDH压迫硬膜囊,导致囊内

多条神经受压, 产生复杂多变的体征,而且由于神经受压后的

活动余地小, 容易造成受压的神经损害。刘建青等 [11]认为

L3, 4及上位椎间盘突出时, 则只能侵及下一条神经根的硬膜内

部分, 而突出椎间盘向上潜行压迫出同一椎间孔的神经根的

机会是极少的, 因而突出的椎间盘常是影响下一个椎间孔的

神经根, 甚至更下一个椎间孔的马尾神经, 而不是同一椎间孔

的神经, 因此,患者的临床查体与其影像学的表现并不完全一

致。刘永光等 [ 7]也认为 L
4
以上腰神经根除非神经根发自异

常高位, 在 L3, 4椎间盘平面或该腰椎间盘突出的部位偏内, 隔

着硬膜囊压迫即将发出的 L
4
神经根,抑或为髓核脱出向下移

位, 压迫了刚离开硬膜囊的神经根,否则不会引起单个神经根

受压的典型症状。故 ULDH时, 常难以神经根作节段性定位

诊断。其症状主要是刺激受牵张的纤维环表层、后纵韧带及

前部硬膜囊而引起的腰痛, 或突出较大, 在硬膜囊前方压迫其

中的马尾神经而引起的马尾神经综合征。如按低位腰椎间盘

突出节段性定位, L5 S1椎间盘突出压迫了 S1神经根, L4, 5突出

压迫了 L5神经根,推断 L3, 4突出压迫了 L4神经根, 则难以做

出正确判断而容易引起漏诊或误诊。

发生在 T12 L1节段, 可能导致脊髓圆锥损伤
[ 1]。有学

者 [ 14]提出, 因为 T12 L1、L1, 2等胸腰段联合位于脊髓圆锥向马

尾神经过渡地带, 故神经损害症状可多种多样, 而这些损伤所

致的神经症状仍然不明确, 因为尽管多数人脊髓圆锥一般在

L1椎体下缘和 L2椎体上缘, 但也仅占 30% , 可见个体差异显

著。由于鞘内复杂的解剖结构及变异, 使病变在同一节段的

患者表现为完全不同的症状体征;且同一平面, 因椎间盘突出

的方向及位置不同, 所产生的症状体征也不同。

3 临床症状与体征

以腰腿痛程度重、范围广, 在棘突间侧方有局限性压痛

点, 双下肢放射痛多见。同下腰椎椎间盘突出相比, 往往呈现

腰部疼痛剧烈症状, 似有腰部外伤史,下肢无力症状似椎管占

位 [ 15]。下肢感觉功能减退广泛多见, 可有下腹部、腹股沟区

或大腿前内及小腿、足内侧部感觉异常。少数病例以下腹部、

腹股沟区疼痛为特征。 Sang等 [ 4]发现由于大腿前面或大腿

前侧面以及臀部都属于 L2神经根的皮肤知觉感受区,故任何

压迫到 L2神经根的损伤, 比如 L1, 2椎间盘突出, 都不仅仅只

引起腹股沟区的疼痛或是大腿的前面或前侧面疼痛, 也会引

起臀部疼痛, 髂腰肌无力是最多见的肌肉症状 [ 4, 16]。该病患

者出现括约肌功能障碍的情况明显多于低位腰椎间盘突出

症,有报道可达 40% [ 1]。括约肌障碍对 ULDH的诊断具有一

定的定位意义 [15]。 Tokuhashi等 [ 14]研究表明: 长期的腰背正

中疼痛和脊髓受压是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显著临床症状。

有 70%的患者出现运动和感觉障碍等脊髓受压症状, 而孤立

的根性症状为 9% , 31%的患者有膀胱括约肌功能障碍。方

健等 [ 17]认为突发截瘫是中央型椎间盘突出的特征之一。

众多学者都认为 )大腿前面疼痛∗ ( anter io r thigh pa in)是

ULDH症的特异性症状。而 Joseph [18]在临床治疗低位腰椎间

盘突出症时无意中发现大腿前面的疼痛竟然也得到了缓解。

他认为, 低位腰椎间盘膨出或突出而导致后纵韧带损伤或

L4、L5关节面增生激惹股神经或股四头肌过度疲劳等同样会

产生大腿前面疼痛。故单一的大腿前面疼痛并不能作为诊断

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可靠指标。

)不耐久坐∗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经典临床症状,但 Sang

等 [ 4]发现在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中, 这种情况极少发

生,反而是不耐站立或不耐行走者较多。他分析认为是由于

L1椎管因为椎间盘的突出而变得更窄,故而发生了间歇性跛

行,也有可能是神经根受到了刺激 (而不是压迫 )或在变换体

位或站立时髓鞘内的运动束受到了刺激而引起的不适。

腱反射减弱或消失多见, 可有提睾反射和膝腱反射的异

常,尤其是膝腱反射。 Sang等 [ 4]统计后认为在腱反射减弱

中,膝反射减弱 (占 50% )明显比踝反射减弱 (占 15% )的情

况要多。

股神经牵拉试验阳性多见; 合并低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时,

可出现直腿抬高试验阳性。Dongyeob等 [ 9]发现 ULDH 患者,

直腿抬高试验正常, 股神经牵拉试验有 84% ~ 94% 的患者都

是阳性。Ken等 [ 6]研究表明: 低位腰椎间盘突出者 94%直腿

抬高试验强阳性, 而 ULDH 患者该试验阳性率较低。而陈建

等 [ 5]认为:很多人用直腿抬高试验阳性或股神经牵拉试验阴

性去否定 ULDH, 认为 ULDH不应有阳性的直腿抬高试验, 且

股神经牵拉试验应阳性,此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股神经和坐

骨神经都有 L4神经根成分, 直抬腿或腿后伸, L4神经根都向

椎间盘靠拢, 所以 L3, 4椎间盘突出, 两个试验都可阳性。 Sang

等 [ 4]认为股神经牵拉试验阳性并非判断高位腰椎间盘突出

症的特异性指标, 因为在由糖尿病所致的周围神经病患者中

也频繁出现股神经牵拉试验阳性。而有学者 [19]建议采用交

叉股神经牵拉试验来帮助诊断 L4以上腰椎间盘突出症。

4 辅助检查在诊断中的意义

随着影像学的发展, 实验室检查手段的提高,我们可以通

过多种途径来搜集诊断 ULDH 症的依据。X线片虽然不能诊

断椎间盘突出, 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于高位腰椎管硬

膜外间隙小,侧隐窝存在率少,故脊髓造影确诊的阳性率较低

位者高, 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 19]。王倍增等 [8]认为脊髓造影对

腰椎间盘突出有确诊意义, 但对极外侧型椎间盘突出可漏诊,

且多出现造影不良反应和诱发马尾神经损伤, 应慎用。 CT、

MRI是诊断本症的有效方法。A lbeck等 [ 20]认为 CT的阳性率

最高,其次是 MRI,再次是脊髓造影。但目前临床上 CT扫描

多只扫描 2或 3个椎间隙,易造成 ULDH 遗漏,因此对临床上

怀疑有高位突出者应特别注意。MRI由于具有纵向扫描的优

点,可以观察全部腰椎间盘的病理变化,也可从横切面观察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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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盘的突出情况, 因此是非常有效的辅助检查手段。在怀疑

有腰椎间盘突出时, CT或 MRI应作为首选的影像学检查方

法。也有因为 ULDH 症的影像学检查的假阴性率很高,建议

脊髓造影后再摄 CT或 MRI[ 21]。

肌电图 ( EMG)对诊断 ULDH 症的贡献不大 [ 9]。因为大

多数 ULDH 症患者都没有明确的神经定位症状, 而且潜在由

于椎间盘突出而致神经受损的情况在 10 d内 EMG无法检

出。数字红外线自动温度记录成像技术 ( dig ital in frared ther

m og raph ic im ag ing, D IT I)比 EMG在诊断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

时提供了更多的线索。与 EMG或脊髓造影不同, D IT I是无

创伤的检查手段, 可以很方便地在门诊完成检查。

5 治疗方式

少数人认为若本病患者无瘫痪和严重大小便改变,可先

行一般常规卧床休息、牵引、针灸、推拿、药物等保守治疗, 尤

其是对年龄轻、单纯突出且突出物小, 症状体征不重者,保守

治疗仍是可取方法 [ 16]。但是治疗效果不显著, 时间很长, 甚

至半年到 1年后症状才逐渐好转。早期诊断、及时治疗来解

除对神经根的压迫是治疗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取得良好效果

的关键。高位腰椎管的解剖特点和其椎间盘突出症复杂的临

床表现使得治疗非常棘手, 上腰部椎管空间相对较小, 神经受

压后缓冲余地小, 几乎不能自行缓解,保守治疗的效果往往不

佳, 因此,一旦确诊, 应首选手术方法,以免发生截瘫后因神经

受急性挤压损害重而难以完全恢复。对于神经根损伤严重、

高度怀疑髓核破入椎管、中央型突出伴椎管狭窄者更应尽早

手术治疗。适应证应较低位腰椎间盘突出症适当放宽。

手术方式很多, 根据突出的部位及特点可选择不同的手

术方式: L
3, 4
椎间盘突出症和下腰椎间盘突出症一样, 可选择

单侧开窗减压术 [ 22]、椎板间开窗髓核摘除术 [ 23]、显微内窥镜

下髓核摘除术 [ 24]等。该类手术损伤小, 保留腰椎后部结构,

避免了手术后腰椎不稳或医源性腰椎管狭窄,是较好的术式。

L2, 3是否采用该类手术视脊髓圆锥的情况而定 ,大部分仍可采

用该手术方式 [ 25]。对适用于极外侧型突出可采用经峡部外

缘入路髓核摘除术, 该术式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椎板结构的完

整性, 是此型的首选术式 [ 16]。 L1, 2可采用半椎板或全椎板切

除髓核摘除神经根减压术、内侧小关节突切除术、微创后腹膜

侧方入路手术 [ 4]。刘建青等 [ 11]认为, 为了避免多次手术, 术

中不妨将椎板骨质多咬除些, 甚至行全椎板切除, 充分显露硬

膜囊及神经根后再行髓核摘除,并且认为术后一般不会引起

腰椎不稳。易志坚等 [ 22]认为 L1, 2椎间盘后方突出时 ,因为此

处靠近脊髓圆锥, 牵拉可导致脊髓损伤, 故应采取胸椎间盘突

出之手术入路及术式 ,即侧后方入路髓核摘除。左文山等 [ 23]

认为前路手术暴露创伤大, 术中切开外侧及后侧纤维环, 同时

软骨终板也有破坏, 因而对脊柱的前中柱结构破坏大, 且位于

胸腰段, 为防止术后继发脊柱不稳,前路手术患者椎间盘摘除

后应行植骨融合术。周忠等 [ 15]认为如果 L1, 2为中央型且髓

核突出较大时, 应行侧前方入路髓核摘除椎体间植骨融合术。

也有学者 [ 4]对于胸腰段的椎间盘突出采用了髓核摘除术加

椎弓根螺钉固定的后路或侧后路融合术。W oo joong等 [26]介

绍了在 L1, 2水平行人工椎间盘置换 ( artificia l disc replacem ent,

ADR )的前侧方入路术, 以避免直接前方入路而在术中损伤

肾脏的血管。

普遍认为手术中的注意事项: ∀ 定位要准确,高位腰椎的
解剖标志不明显, 术前应进行常规定位, 以防漏诊误诊; # 应

先咬除突出间隙上位椎板下缘, 然后切除黄韧带进入椎管, 或

咬除椎板达黄韧带上缘即进入椎管, 再向下咬除黄韧带,多需

切除部分关节突才能显露神经根和突出物; ∃ 不宜用神经拉

钩,可用神经剥离子推开神经根显露髓核; %应细致寻找破入
椎管的髓核, 髓核摘除后, 神经根硬膜囊紧张度未解除, 应寻

找原因,多系椎管内碎块未取净; & 若术中发现神经根松弛探
硬膜囊紧张或有硬韧性包块或摘除髓核后压缩的硬膜不膨

起,硬膜囊与椎管前壁有严重粘连应行全椎板切除,切开硬膜

囊探查,可发现硬膜与马尾神经及马尾神经间广泛粘连,应轻

轻分离取出碎块, 脑脊液畅通后缝合硬膜 [27]; ∋对于多节段,
尤其是跳跃性 ULDH, 应逐个间隙处理, 防止遗漏而发生 )下

腰部手术失败综合征 ( fa iled back surg ery syndrom e, FBSS ) ∗;
(要保护脊柱稳定性, 防止医源性腰椎滑脱或不稳的发生, 防

止瘢痕性椎管狭窄的发生; +高位腰椎间盘手术视野深,难度

大,手术时间长,术中出血多, 应注意术中止血; ,术毕前应重
视冲洗创腔,并妥善放置引流管,防止术后血肿以及感染的发

生; −合并有椎管狭窄,务必扩大减压, 以保证手术疗效,减少
二次手术, 扩大范围应以上下椎管无卡压, 硬膜囊充盈良好,

恢复搏动为宜 [ 23] ; 重视侧隐窝狭窄的减压, 切除关节突内侧

1/3,充分游离神经根,对于双下肢交替痛患者, 应常规探查双

侧神经根管 [ 28] ;  对于合并有低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则根

据情况, 在同一切口内向下延长或另作切口行髓核摘除。

综上所述, ULDH 的发生可能与年龄、性别、职业、遗传、

病史等有关, 并且近年来发病率有增高趋势。由于高位腰椎

间盘的解剖特点决定了 ULDH 的临床表现复杂, 误诊率高。

一旦确诊应及时手术治疗以避免神经功能恢复困难甚至造成

终身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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