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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颈融合术是治疗由于创伤" 炎症" 先天性疾

病" 肿瘤及医源性等因素导致的枕颈区不稳的一种

有效术式#

#G!

$

% 枕颈融合术的目的是将不稳的枕颈区

固定在正常的生理角度& 枕颈融合术后因枕颈角度

不佳不仅导致下颈椎曲度异常及退变加速等远期并

发症& 严重威胁患者生命的并发症如术后呼吸困难

的报道也逐渐增加#

&GH

$

% 因此&枕颈融合内固定术将

不同年龄健康人群正常枕颈角度的影像学测量及

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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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摘要" 目的!通过颈椎
J

线片测量不同年龄人群正常枕颈角度变化" 方法!选取
'K"

例不同年龄组健康体检

者#男女各
%K

例$年龄
!"L%I

%

HH7$&M'&7$$

&岁' 共分为
K

个不同年龄组%

!IL!N

岁'

&IO&N

岁'

HILHN

岁'

KILKN

岁'

=IL

%I

岁&$每个年龄组
&I

例$每组男女各
'K

例( 拍摄
'KI

例不同年龄组健康体检者包括头颅在内的颈椎中立位侧位
J

线片$测量
P>Q/?B1/

线%硬腭后上缘与枕骨鳞部外板最低点连线&与
(

!

椎体下缘切线所成的夹角%

1>>*2*01>?/R*>,6 ,+S

B6?

$

.(T

&及
(

!

椎体后缘连线与硬腭平行线相交所成的角%

3,U,5*V@ 1>>*2*01>?/R*>,6 ,+B6?

$

3.(T

&$获得正常人群
.(T

及
3.(T

角影像学参数( 将所得数据分别按男女组及不同年龄组进行统计学处理$分析
.(T

及
3.(T

角之间的相关

性( 结果!

%K

例不同年龄人群男性
.(T

角组平均为 %

'H7%'W&7"N

&

X

$

%K

例不同年龄人群女性
.(T

角平均为 %

#H7!!W

H7!%

&

X

'

%K

例不同年龄人群男性
3.(T

角组平均为%

NI7KIWH7=&

&

X

$女性组
3.(T

角平均为%

NI7K%W=7=%

&

X

'不同性别组

间
.(T

及
3.(T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YI7IK

&( 将本组
#KI

例样本按照
K

个不同年龄组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各年龄组间
.(T

及
3.(T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YI7IK

&( 相关性研究发现
.(T

与
3.(T

角呈正相关 %

"Z"7HKH

$

![

"7"'

&( 结论!该研究提供了西南地区不同年龄组人群的枕颈角度影像学数据$为枕颈融合术确定理想的固定角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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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角测量方法!

;<=/>?1/

线"硬腭后上缘与枕骨鳞部外板最

低点连线#线
,

$与
(

!

椎体下缘切线%线
@

$所成的夹角

"#$%! ;>,A4/>5>+0 1B .(: ,+?6>

!

,+?6> @>0C>>+ ;<=/>?1/ 6*+>

"

6*+> ,

&

0)> 61C>A0 <1++><0*1+ 6*+> @>0C>>+ 422>/ 5,/?*+ 1B ),/D 2,6,0> ,+D 1<<*2E

*0,6 A<,6>A 1B 26,0*+?

$

,+D *+B>/*1/ >+D26,0> 1B (

!

F>/0>@/, @1DG

图
& 3.(:

角测量方法!

(

!

椎体后缘连线%

,

$与硬腭平行线%

@

$相交

所成的角

"#$%& ;>,A4/>5>+0 1B 3.(: ,+?6>

!

,+?6> B1/5>D @>0C>>+ 21A0>/*1/ 6*+>

1B (

!

F>/0>@/,6 @1DG

%

,

$

,+D 2,/,66>6 6*+> 1B @1+G 2,6,0>

枕颈区固定在正常的生理角度& 即维持合理的枕颈

角度显得尤为重要' 国内外文献中最为常用的枕颈

融合术中枕颈角度影像学测量方法为
;<=/>?1/

线

"硬腭后上缘与枕骨鳞部外板最低点连线$ 与
(

!

椎

体下缘切线的交角(

HI%

)

' 另外&日本学者
3,J,5*

等(

H

)

将
(

!

椎体后缘连线与硬腭平行线相交所成的角作

为术中测量枕颈角的参考值& 他们认为该方法涉及

的解剖标志在术中透视的图像上易于识别& 是一种

简单*可靠并且便于术中应用的方法'

无论是对于
;<=/>?1/

线与
(

!

椎体下缘切线的

交角在临床上被广泛使用的方法还是
(

!

椎体后缘

连线与硬腭平行线的交角& 目前尚无我国正常人群

此项测量的数据'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颈椎
K

线片

的测量& 初步完善西南地区人群枕颈角度影像学资

料&为枕颈融合术确定理想的固定角度提供参考'

!

资料与方法

!% !

纳入标准

无颈肩部疼痛*脊髓症状和%或$神经根症状+既

往无颈椎外伤及手术史+无颈椎病*结核*肿瘤*畸形

及类风湿关节炎病史+ 无颈椎曲度不符合年龄特征

%如
!LM&L

岁组出现颈椎反弓&

HLM%L

岁组出现下颈

椎半脱位等情况$的患者'

!% &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来源于西南地区城市* 农村的
HLL

例

不同年龄人群 ' 本研究共纳入符合纳入标准的

#HL

例不同年龄组健康体检者&男女各
%H

例&年龄

!LM%L

%

NN7$&O#&7$$

$岁' 按照年龄分为
H

个不同年

龄组 !

!LM!P

岁组 &平均年龄 %

!H7$LO&7!N

$岁 +

&LM

&P

岁组&平均年龄%

&H7%&O&7L%

$岁+

NLMNP

岁组&平均

年龄%

NN7!QO&7##

$岁+

HLMHP

岁组&平均年龄%

H&7PLO

!7HH

$岁+

QLM%L

岁组&平均年龄%

QN7N&O&7!Q

$岁&每个

年龄组
&L

例&男女各
#H

例'

!% ' K

线拍摄条件及其体位

拍摄包括头颅在内的颈椎中立位的侧位
K

线

片&测量
;<=/>?1/

线%硬腭后上缘与枕骨鳞部外板

最低点连线$与
(

!

椎体下缘切线所成的夹角%

1<<*2E

*01<>/F*<,6 ,+?6>

&

.(:

$& 及将
(

!

椎体后缘连线与硬

腭平行线相交所成的角 %

3,J,5*RA 1<<*2*01<>/F*<,6

,+?6>

&

3.(:

$& 获得正常人群
.(:

及
3.(:

角影像

学参数' 将所得数据分别按男女组及不同年龄组进

行统计学处理& 并将所得数值同国外相关研究所得

的数据进行比较'

S*>)5 TU

机&

K

线源距离
K

线片夹
'7H 5

&曝光条

件为
%H J8

*

'H 5:

'放射计算估计!总计量
VNL 5:A

&

低于全胃肠造影或腹部
(3

平扫剂量的
# W 'H

' 记录

被检查者的性别及年龄等'取站立&拍摄包括枕骨隆

突的颈椎中立位侧位片'

!% (

观察项目与方法

采用
X:(Y

软件系统标识出需要测量的以下指

标!

.(:

角!

;<=/>?1/

线%硬腭后上缘与枕骨鳞部外

板最低点连线 $与
(

!

椎体下缘切线所成的夹角

%图
'

$'

3.(:

角!

(

!

椎体后缘连线与硬腭平行线相

交所成的角%图
!

$' 将
.(:

及
3.(:

角在不同时间

点测量
&

次&取平均值&获得正常人群
.(:

及
3.E

(:

角的影像学参数'

QL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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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性别组间
"#$

角及
%"&$

角的比较!!

!

!"

"

:

#

%'()* &+,-'./0+1 +2 "&$ '13 %"&$ '14560 (678661

,'56 '13 26,'56 4.+9-

!!

!

!"

"

:

$

表
: *;<

例不同年龄组健康成年体检者各组间
"&$

角及

%"&$

角的比较%!

!

!"

"

:

$

%'(): &+,-'./0+1 +2 "&$ '13 %"&$ '14560 '7 3/226.617

'460

!!

!

!"

"

:

$

组别 例数
.(;

角
3.(;

角

男性
%< #=7%#>&7?@ @?7<?>=7A&

女性
%< '=7!!>=7!% @?7<%>A7A%

#

值
B ?7$?$ ?7?%=

$

值
B ?7=!# ?7@=#

组别 例数
.(;

角
3.(;

角

!?C!@

岁组
&? '<7&&>=7'! $@7''><7&@

&?C&@

岁组
&? '<7!<>&7?! $@7%=>=7@!

=?C=@

岁组
&? '&7%@>&7%@ @?7A=>A7&$

<?C<@

岁组
&? '&7!!>&7@< @!7?'>=7@=

A?C%?

岁组
&? '=7%=>&7=' @'7'<>A7@?

%

值
B ?7$!@ '7''&

&

值
B ?7<'! ?7&<%

=) ;

统计学处理

应用
DEDD !!7?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定

数资料数据采用均数
>

标准差!!

!

'"

$表示"将所得数

据分别按男女组及不同年龄组进行统计学处理"不

同性别
.(;

及
3.(;

数据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

检

验"不同年龄组之间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

及
3.(;

之间相关性分析采用
EF,/G1+

检验& 以
&H

?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 ! .(;

角

本组
%<

例不同年龄人群男性
.(;

角组平均值

!

#=7%#>&7?@

$

:

!

<7=?:C!#7$!:

$'

%<

例不同年龄人群女

性
.(;

角平均值!

#=7!!>=7!%

$

:

!

=7=&:C!<7=<:

$& 不

同性别组间
.(;

角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I

?7?<

$& 将上述共
#<?

例男性及女性按照年龄
<

个不

同年龄组的
.(;

角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各年龄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I?7?<

$"见表
#B!

&

>) > 3.(;

角

本组
%<

例不同年龄人群男性
3.(;

角组平均

值 !

@?7<?>=7A&

$

:

!

%@7$A:C#?=7<?:

$'女性组
.(;

角

平均值!

@?7<%>A7A%

$

:

!

%#7@!:C#?A7#$:

$& 不同性别组

间
.(;

角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I?7?<

$&

<

个不

同年龄组的
3.(;

角进行比较" 结果显示各年龄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I?7?<

$"见表
#B !

&

>) @ .(;

角与
3.(;

角的相关性

相关性研究发现本组数据中
.(;

角与
3.(;

角呈正相关!

(J"7=<=

"

&H"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讨论

@) !

枕颈融合术中枕颈角度影像学测量方法

鉴于学术界对枕颈融合内固定术维持枕颈角在

正常生理角度的重要性不断予以关注" 学者对于枕

颈角度影像学测量方法做了大量研究试图来指导临

床工作(

&

"

<B'!

)

& 目前临床上最常用的枕颈融合术中枕

颈角度影像学测量方法为有
=

种" 前
&

种分别是采

用
(),5KF/6,*+

线%硬腭后上缘与枕骨大孔后缘底部

连线$*

LMN/FO1/

线 %硬腭后上缘与枕骨鳞部外板最

低点连线$和
LMP,F

%枕骨大孔前后缘$与
(

!

椎体下

缘切线的交角 (

<B%

)

&

D)1Q,

等 (

A

)对上述
&

种方法做了

比较" 得出结论
LMN/FO1/

线与
(

!

椎体下缘切线的

交角描述枕颈角的方法可重复性和可靠性最

佳 & 第
=

种常用测量方法是
E)*66*2G

等 (

%

)提出的

L,MP,F

线与
(

!

下缘切线的作为枕颈角" 该作者同

时将
(

!

棘突后上缘与枕骨隆突最短的距离定义为

枕颈距'分别测量了
&?

例颈椎在屈曲*中立及过伸

位置的枕颈角度 %平均值分别为
!=7!:

*

==:

和

<%7!:

$"枕颈距 %平均值分别为
!'7< 55

*

!$ 55

和

'=7$ 55

$" 建议其测得的枕颈角与枕颈距作为枕颈

融合术在术中固定枕颈区在生理弧度的参考依据&

临床工作中以
(),5KF/6,*+

线%硬腭后上缘与枕

骨大孔后缘底部连线$或
LMP,F

%枕骨大孔前后缘$

作为术中测量的参考线之一的做法并不常用" 因为

LMP,F

线的术中透视解剖标志枕骨大孔前后缘及

(),5KF/6,*+

线的枕骨大孔后缘底部连线在手术室

R

线片上难以识别& 因此"

LMN/FO1/

线与
(

!

椎体下

缘切线的交角%本研究的
.(;

角$的方法在临床上

被广泛使用&

3,S,5*

等(

<

)将
(

!

椎体后缘连线与硬腭

平行线相交所成的角%本研究的
3.(;

角$作为术中

测量枕颈角的参考值" 基于此方法并成功实施
A

例

枕颈融合手术" 认为该方法涉及的解剖标志在术中

透视的图像易于识别"是一种简单*可靠并且便于术

中应用的方法&非常遗憾的是"目前尚无我国正常人

群
.(;

及
3.(;

角测量的数据&

@) >

本研究的发现及临床意义

本研究发现本组
.(;

角及
3.(;

角在性别上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I?7?<

$& 在
=?

岁后
.(;

角随

年龄增加有逐渐减小趋势" 但是各年龄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I?7?<

$'与之相反"在
=?

岁后
3.(;

角随年龄增加有增加的趋势" 同样各年龄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I?7?<

$& 相关性研究发现
.(;

角与

A'?

" "



!"#$ !"#$% %&' &'(' %) ()*+, - ./0)12 3/,45,

!

-467!"'$

!

8167&'

!

917%

3.(:

角呈正相关!

!;"7<=<

"

">?7"'

#$

@,0A4+,B,

等%

&

&

测量了
!<"

例
&"C$?

岁之间无症状的健康个体"男

女各
#!?

例"发现正常成年人的
.(:

角在
?DC&"E

之

间"

.(:

角在
<?

岁后逐渐减小"并且女性
.(:

角在

各个年龄组均高于男性组$遗憾的是"该作者没有提

高详细的
.(:

角度数据$ 日本学者
91F*/*

等 %

$

&对

&'&

例健康志愿者'男
'==

例"女
'=$

例(的测量结

果显示男性
.(:

角为 )

'<7= G$

(

E

"女性为 !

#HIJ G

$I=

(

E

*而印度学者
K)L/LM,/

等 %

N

&对
=#$

例无症状的

健康个体)男
!H#

例"女
!=%

例(测量结果男性
.(:

角为)

#<IHHGNI=?

(

E

"女性为)

#=I=NG$I!H

(

E

+ 本研究测

得的
.(:

角与上述两项研究近似$

日本学者
3,M,5*

等 %

=

&首次对
&?

例无症状健康

志愿者!男女各
#=

例(进行
3.(:

角测量"角度在

$=EO''$E

之间"男性平均值为
N%I'E

"女性平均值为

'J!IHE

"总体平均值为!

NNING$I'

(

E

*本组数据男性及

女性
3.(:

角组平均值分别为 !

NJI=J G<IH&

(

E

和

!

NJI=%GHIH%

(

E

"尽管数值上均低于
3,M,5*

等 %

=

&报告

结果" 但是由于本研究数据与该数据来自不同的总

体"同时无法获取该研究的原始数据"尚无法得出本

研究
3.(:

角与该项研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结论$

本研究的另外一个发现是
.(:

角与
3.(:

角

呈正相关!

!;JI<=<

"

">JIJ'

($其价值是可以考虑二者

联合应用作为术中提高测量枕颈角其准确性及精度

的策略$ 原因如下,)

'

(理论上运用两种办法确定枕

颈角其准确性及精度肯定高于单用一种方法$ )

!

(理

想的测量与评估术中枕颈角度的影像学方法应该是

简单-可靠-可操作性强并且准确度高"目前尚无一

种理想方法可以达到上述要求+

综上" 本研究初步完善了西南地区不同年龄组

人群的枕颈角度影像学数据" 为枕颈融合术中选择

合适的固定角度提供参考+在进行枕颈融合术前"应

该常规测量术前
.(:

角及
3.(:

角等影像学参数"

同时参考相应地区正常人群的数据" 有助于将不稳

的枕颈区固定在正常的生理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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