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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突出后的重吸收现象是临床进行保守

治疗期盼的结果" 而细胞自噬又可能是引发重吸收

的机制之一" 笔者兹将近年来国内外对此的相关研

究综述如下#

!

细胞自噬

细胞自噬是指细胞通过降解自身衰老物质而维

持细胞稳定的一种自我保护性机制" 是一种细胞自

我循环的过程"自噬是可以被高度诱导的"饥饿或者

其他一些刺激"均可诱导自噬#起始$延伸$成熟和结

束是细胞自噬过程的
%

个阶段%

#

&

# 在此过程中细胞

通过受到某种刺激使自噬被激活" 细胞中一些损坏

的蛋白质和细胞器随即被一种双层膜结构的自噬小

泡包裹"运送至溶酶体降解"降解产生的有用物质可

提供能量再进行循环利用%

!

&

# 不过"细胞自噬对蛋白

质$细胞器等的降解能力会随年龄的增加而减弱"甚

至到老年时为负值%

&

&

#

自噬的分类大致可分为巨自噬 '

5,A/1,4H

012),<I

($微自噬'

5*A/1,4012),<I

(和分子伴侣介导

的自噬'

A),2B1+ 5BD*,0BD ,4012),<I

("而狭义上的自

噬多指巨自噬#自噬被激活后"细胞内需要降解的物

质会与一种名为隔离膜'

*C19,0*1+ 5B5J/,+B

(或吞噬

泡'

2),<121/B

(的结构黏附在一起"然后隔离膜延伸

并包裹封闭胞浆成分形成一个名为自噬体'

,4012)1H

C15B

(的双成膜结构"随后自噬体与溶酶体融合形成

自噬溶酶体'

,4012)19IC15B

("被包裹物质最终在溶

酶体的作用下被降解以供细胞循环利用# 真核细胞

有两种降解系统"溶酶体和蛋白酶体"蛋白酶体具有

高选择性"而溶酶体没有"自噬是需被降解成分转移

到溶酶体的途径之一%

%K>

&

#

"

腰椎间盘突出后的重吸收现象

腰椎间盘突出好发于
&LM>L

岁" 也可见于任何

细胞自噬对腰椎间盘突出后重吸收的意义

刁志君 #

!姜宏 !

!刘锦涛 !

'

#7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
!L#!L&

)

!

苏州市中医医院骨科"江苏 苏州
!#>LL#

(

!摘要" 细胞自噬作为细胞的一种自我保护性机制! 可通过降解自身衰老物质而维持细胞稳定! 且可被高度诱

导!自噬对细胞的降解能力会随年龄的增加而减弱"腰椎间盘突出后的重吸收现象是临床保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患

者有效的机制之一!退行性病变是腰椎间盘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细胞自噬又广泛参与了腰椎间盘的退行性病变!并

延缓了退行性病变的发生!同时细胞自噬可潜在性诱导重吸收现象的发生"细胞自噬的研究对椎间盘退行性病变以及

腰椎间盘突出后的重吸收现象意义重大!对临床保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具有指导意义!因此应重视细胞自噬在

重吸收现象中的研究"

!关键词" 椎间盘移位# 重吸收# 椎间盘退行性改变# 细胞自噬# 综述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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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曾有报道"

;

#称
!<

个月的小儿也可患有腰椎间

盘突出! 好发部位是
=

%

$

>

和
=

>

?

'

椎间盘$主要症状是

腰痛和下肢痛% 根据
:6??

指南"

<

#

&椎间盘突出症是

指椎间盘的物质错位超过正常椎间盘边界范围&压

迫神经&导致疼痛'无力'肌节麻痹或皮节感觉分布

异常的一种疾病!

能够引起腰椎间盘突出的原因有很多& 主要病

因有椎间盘退变'外伤'脊柱结构异常'种族和遗传

等&其中最主要&也是最普遍的原因当属椎间盘的退

行性改变!

椎间盘退行性病变与人体直立状态给予脊柱较

大压力有关&随着此病变低龄化的不断发展&非特异

性下腰痛在人类青少年时便广泛存在& 而且容易复

发"

$

#

! 椎间盘退行性疾病也被认为是成人颈肩腰腿

痛的主要病因&具有广泛性'普遍性&并且此病会影

响全世界约
$@A

的人口"

B

#

! 椎间盘是由软骨终板'髓

核和纤维环
&

部分组成的圆柱样结构& 上下为软骨

终板&中间的髓核被纤维环包绕&髓核的含水量约为

$@A

"

#@

#

! 椎间盘的两种供给营养的方式&其一为软骨

终板途径&其二为纤维环途径"

##

#

!椎间盘是没有血管

通入的封闭性组织& 一旦失去营养供应便会导致椎

间盘内的髓核细胞走向凋亡& 而这也被认为是椎间

盘发生退行性病变的主因"

#!

#

! 椎间盘软骨终板有效

缓冲了人体所承受的冲击应力作用& 而且是椎间盘

营养供应的保证! 软骨终板的变性与椎间盘的营养

供应' 椎间盘的局部炎症以及椎间盘的退行性病变

关系密切"

#&

#

!

3C29*DE

于
#B$>

年首次报道腰椎间盘突出后的

重吸收现象&

#BB@

年
?,,9

在
?2*+C

杂志发表了名为

(腰椎间盘突出症非手术疗法的自然程序) 一文&首

次通过影像技术观察到腰椎间盘突出后的自发性吸

收现象& 而这种重吸收并非以往所认识的物理性的

复位和回纳"

#%

#

%

#BB$

年姜宏在*中华骨科杂志+上发

表了,腰椎间盘突出后的自然吸收及其临床意义)一

文& 这也是中国第一篇对腰椎间盘突出后重吸收进

行系统性报道的文章"

#>

#

%

目前根据椎间盘突出的程度与病理状态& 并总

结国际腰椎研究会 -

F??=?

. 和美国矫形外科学会

-

66.?

.对腰椎间盘突出的分型&概括起来将其分为

;

型/退变型-

GCHC+C/,0*1+

.&膨出型-

I49H*+H

.&突出

型-

2/10/4J*1+

.&后纵韧带下型-

J4I9*H,5C+014J CK0/4L

J*1+

&

?M

.&后纵韧带后型-

0/,+J9*H,5C+014J CK0/4J*1+

&

3M

.以及游离型-

JCN4CJ0/,0*1+

&

?O

.%根据突出物是否

突破后纵韧带&将前
&

种归于未破裂型&后
&

种即是

破裂型% 重吸收的发生与腰椎间盘突出的类型密切

相关&朱宇等"

';

#曾表明破裂型更容易发生重吸收&而

其中游离型最易出现突出物减小或消失& 且髓核游

离得越远越容易发生重吸收& 并分析这与突出的髓

核更能充分的接触血运有关%

3,E,G,

等"

'<

#曾随访报

道
'$

例游离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发现
B

个月后

很多病例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重吸收现象& 其中破

裂型重吸收的效果明显&甚至突出物全部消失%

P4

等 "

'$

#曾对
<!

例保守治疗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进

行
!

年的随访& 发现
$%7<A

的患者有不同程度的重

吸收现象%

Q1+H

等"

'B

#也曾
!

次报道
!$

例腰椎间盘

突出症患者& 经
&R'!

个月随访&

!$

例患者中
!%

例

发生了重吸收现象& 平均吸收率达
>BA

& 另外
%

例

STF

无法辨别&但症状得以缓解%

U*5

等"

!"

#报道
&

例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经保守治疗&

!

例于
&

个月

后'

'

例于
B

个月后&分别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重吸收

现象% 这些案例都指出了椎间盘突出后的重吸收现

象& 说明重吸收现象在腰椎间盘退行性病变中的意

义重大&因此要重视对此现象的研究%

!

细胞自噬对腰椎间盘突出后重吸收的意义

!" #

预防意义

由于椎间盘的退行性病变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

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研究细胞自噬在椎间盘退行性

变中的作用便显得意义重大%首先&细胞的死亡是椎

间盘退行性病变的首发现象&细胞有
&

种死亡形式&

细胞凋亡'细胞自噬'细胞坏死&凋亡和自噬的关系

尚未清楚&二者的界限也尚未明确&但二者都广泛参

与了退行性病变&且自噬对细胞的稳定有重要作

用"

!'

#

%

PC

等"

!!

#已经证实自噬现象存在于大鼠退变的

椎间盘中%激活自噬可以提高细胞的生存&而抑制自

噬会促进细胞的死亡"

!&

#

%

S,

等"

!%

#的研究表明&髓核

细胞在面对各种不利刺激时& 可以通过自噬而增强

自身对受损组织的降解能力& 而这对于髓核细胞的

存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且有研究显示细胞自

噬与寿命的延长相关"

!>

#

% 这些都说明细胞自噬在保

护髓核细胞方面意义重大% 叶伟等"

!;

#通过对热休克

同源蛋白
<"

-

QC,0VJ)1DE D1H+,0C 2/10C*+ <"

&

Q?(<"

.

在不同月龄
?W

大鼠髓核细胞中的表达的研究中发

现&椎间盘退变与
Q?(<"

的表达水平相关&而有报

道称
Q?(<"

参与细胞自噬死亡的过程&由此间接证

明椎间盘髓核细胞的退行性改变可能与细胞自噬的

死亡有关% 而许多研究也直接表明细胞自噬有抑制

椎间盘退行性病变的作用% 徐伟明等"

!<

#通过对髓核

细胞
(W;$

分子的检测& 分析和比较不同情况下椎

间盘髓核细胞的表达差异得出结论& 髓核细胞和巨

噬细胞可协同作用&吞噬凋亡细胞'衰老细胞&二者

共同抑制椎间盘的退变& 而这样的作用有利于椎间

盘的自我调节和修复% 这个结论证实了椎间盘髓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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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自我修复功能!而经过不断地研究表明!细胞

自噬可能在此功能中发挥重要作用"

-*,+;

等#

!$

$的研

究表明!随着椎间盘的退行性变的不断加深!髓核细

胞要适应低氧%低营养%低
2<

等的恶劣环境!在这

种压力下! 细胞可以通过自噬作为中央调节器来保

护自身免受恶劣微环境的伤害而继续存活" 郑旭浩

等#

!=

$研究表明
>?

大鼠的髓核细胞在糖尿病的应激

性刺激下诱导细胞自噬的发生!以保护髓核细胞!从

而延缓椎间盘的退变"

同时!在椎间盘退行性变的过程中!细胞凋亡也

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有研究显示!细胞自噬和细胞凋

亡的相互作用对人体体内的平衡有重要的作用 #

&@

$

"

有研究表明!在营养充足的条件下!细胞自噬的启动

会受到抑制#

&'

$

"但是当细胞受到氧化%缺血等一些不

利因素的刺激下! 线粒体会释放细胞色素
(

等凋亡

因子诱导细胞死亡! 此时细胞可以启动自噬消除受

损的线粒体!并提高细胞对缺氧的耐受力!从而使细

胞免于凋亡和坏死的风险!起到保护细胞的作用#

&!

$

"

江立波等 #

&&

$发现当髓核细胞处于饥饿的环境下!自

噬可能对髓核细胞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椎间盘的

主要营养供应来源于软骨终板! 当营养供给被破坏

使髓核处于一种饥饿状态!便会诱导细胞自噬!而一

定的细胞自噬可以对髓核细胞的凋亡产生抑制作

用"刘宁等#

&%

$总结得出!细胞自噬的减少会导致细胞

本身能量代谢的失衡!最终使细胞走向凋亡!从而失

去分泌软骨基质的能力! 加重关节的退变" 由此可

见!细胞自噬对椎间盘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从而延

缓其退行性病变 "

A*B,C,D*

等 #

&E

$通过研究表明 !

>FG3'

可以在椎间盘内营养缺乏的条件下! 通过诱

导髓核细胞自噬!从而抑制细胞凋亡的发生!以起到

保护椎间盘的作用"

()H+

等#

&I

$研究表明!在氧化应

激下调节细胞自噬可以减少细胞凋亡的发生! 延缓

椎间盘的退化! 这也可能是一种新的治疗椎间盘突

出症的方法之一"

由此可见!细胞自噬对椎间盘的保护作用%对抑

制细胞凋亡的发生% 对延缓椎间盘退变的作用毋庸

置疑"但细胞自噬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细胞自噬对

机体的作用有好有坏!是一把双刃剑"细胞自噬可以

降解体内异常的蛋白质% 衰老的细胞器以产生能量

供细胞循环利用! 但是细胞自噬过度活跃会有损细

胞!例如会造成线粒体的功能障碍!曾有研究显示!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致病可能与细胞自噬的过度激活

有关#

&J

$

"细胞自噬可以维持机体的稳定!细胞自噬可

以对错误折叠的蛋白质和损伤的细胞器进行降解!

降解后的产物可以合成生物大分子和能量以供循环

利用" 但是过度的诱导细胞自噬会导致细胞凋亡的

诱发!产生对机体不利的影响#

&$

$

"所以细胞自噬的利

弊对机体会造成不同的影响! 而如何有效的调节自

噬的发生尚待研究"

!" #

治疗意义

目前! 细胞自噬对腰椎间盘突出后重吸收的作

用机制尚未明确" 姜宏等#

&=

$通过对椎间盘突出后重

吸收的作用机制的研究中发现! 破裂型腰椎间盘突

出的髓核组织可以成为引发自身免疫反应的自身抗

原" 而细胞自噬作为人体的一种基本的细胞代谢过

程! 广泛的参与到了人体的固有免疫及适应性免疫

当中! 虽然目前有关于细胞自噬在椎间盘突出后的

重吸收中的免疫机制尚未清楚! 但是不断的研究表

明细胞自噬与重吸收可能有关" 陶帅等#

%K

$通过对比

观察破裂型与未破裂型腰椎间盘突出组织的超微结

构! 发现髓核是否突破后纵韧带是决定突出物是否

发生重吸收的主要因素" 并表明未破裂型的腰椎间

盘突出由于软骨终板的变性% 椎间盘的退变以及髓

核缺少营养物质% 能量供应! 从而加速了细胞的死

亡&而破裂型的腰椎间盘突出!由于突出物突破了后

纵韧带! 重新接触了血液! 从而有利于重吸收的发

生"同时!破裂型与未破裂型的突出物在电镜观察下

都发现了细胞自噬现象的发生! 但是破裂型的细胞

自噬的活动远高于未破裂型" 由此得出结论髓核突

破后纵韧带为髓核细胞的细胞自噬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细胞自噬的发生有利于椎间盘突出后的重吸收"

LHC*M*

等 #

%'

$也曾报道
'

例
&&

岁女性患者!

N

&

!

%

%

N

E

>

'

间盘突出!

J

周保守治疗效果不明显!医生为其提供

手术方案!但患者拒绝手术!

J

周后疼痛明显缓解并

逐渐消失!

'E

个月后进行
AGF

检查! 发现突出的髓

核基本消失!同时
69*

等也分析指出!髓核的重吸收

可能与细胞自噬有关"

./*HO

等#

%!

$曾报道
E

例腰椎间

盘突出症患者和
'

例颈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并对他

们进行
%P=

个月的随访" 这
I

例患者都拒绝手术治

疗!并接受以固定%口服抗炎药%镇痛药以及物理疗

法为主的保守治疗!经过
&PI

周的保守治疗!患者的

疼痛症状得以缓解!

IP=

个月后患者的疼痛症状基

本消失!并且再次进行
AGF

检查发现!患者椎间盘

突出的髓核部分重吸收或完全重吸收" 而且也发现

破裂型! 即髓核穿破后纵韧带型的椎间盘突出更容

易发生重吸收! 这可能与局部的炎性反应以及细胞

自噬有关"

$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 细胞自噬对腰椎间盘突出后重吸收

的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间接作用!髓核细胞

可以通过自噬延缓细胞的衰老死亡! 从而延缓椎间

盘退行性病变的发生!即使发生椎间盘突出!髓核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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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也可以通过诱导自噬!延缓死亡!为重吸收现象的

发生创造条件"其二是直接作用!虽然目前尚未明确

自噬在重吸收中的机制! 但已经通过电镜观察证实

了细胞自噬在重吸收中的发生!由此可见!自噬有利

于重吸收的进行#

目前对细胞自噬等现象的研究都是为了更好的

服务临床!但是在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当中!手术

治疗仍是主要方式!手术是最好的选择吗$如果只看

短期疗效#对于椎间盘突出的患者!选择髓核摘除术

可能在疼痛的缓解方面要优于保守治疗! 但长期观

察!手术治疗的效果与保守治疗差异并不大!甚至不

如保守治疗# 同时! 手术治疗并发症也很多! 例如

69;,</,=

等%

%&

&研究表明椎间盘突出髓核摘除术易造

成硬膜撕裂! 观察了
' '>?

例接受手术治疗的椎间

盘突出症的患者! 其中
' @%A

微创手术!

''!

例开放

手术!麻醉方式为
$!"

例硬膜外麻醉!

&&?

例全身麻

醉# 这些患者硬膜撕裂比例
'7!"B

!复发性椎间盘手

术硬膜撕裂比例高达
AC'%B

! 而且麻醉方式不同硬

膜撕裂比例也不同! 选择硬膜外麻醉的患者硬膜撕

裂的比例为
'7>$B

# 况且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椎间盘

突出症患者都需要手术治疗# 治疗此类疾病还有很

多方法!例如王春生等 %

%%

&曾报道将髓核细胞在体外

培养!然后再进行髓核细胞的移植!用这样的方式可

以恢复椎间盘的高度! 并能促进退变椎间盘内蛋白

多糖和胶原的合成#对此笔者不禁大胆设想!细胞自

噬也可以促进细胞的代谢!从而完成自身的更新!如

果可以有效地利用细胞自噬! 是否也能达到髓核细

胞移植的效果呢$笔者认为!如果可以有方法来有效

的调节细胞自噬!或许这会是一种对机体创伤'副作

用更小的一种治疗方式! 而这种治疗方式一定不只

对于一种疾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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