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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胸腰段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

D4W

$远端融合椎"

\4g

$新的选择标准%方法
!

纳入融合胸腰弯且经过

$&2

年以上随访的患者
21

例!患者均符合新的
D4W

选择标准!即术前站立正位
`

线片骶正中线"

?Wg\

$在侧凸远端接触到的第
$

椎体为触及椎"

=g

$!且该
=g

应符合以下要求*

CE+L.3"7

旋转度小于或等于
2

度#凹侧
U7,!#,

O

像上
?Wg\

位于
=g

两侧椎弓

根之间#不存在胸腰段及腰段后凸畸形#

?Wg\

距离
=g'

"

0BB

的患者也列入研究范围%所有患者均由同一组经验丰富的脊柱

外科医师实施手术!均采用后路全椎弓根钉内固定矫形融合%术前&术后即刻&终末随访均测站立位脊柱全长正侧
`

线片&卧位

左右
U7,!#,

O

像!并测量主弯
?"::

角&冠状面躯干偏移"

=W

$&

\4g

倾斜度"

\4g=

$&

\4g

尾侧椎间盘角度"

\4gD

$!观察
=g

&稳定

椎等位置!记录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所有患者均随访
$/

个月以上!平均"

1'G'

$个月%术前&术后即刻&末次随访主弯
?"::

角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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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术后即刻&末次随访时上述各项指标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2

$%术前躯干失代偿患者
1-

例!末次随访时
2

例患者并发躯干失代偿!未较术前增加%将
=g

作为
\4g

与采用稳定椎做
\4g

相比!前者可以节省"

$&01G%&02

$个融合节段%结论
!

采用新标准进行胸腰段
D4W

手术治疗比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方法节省融合

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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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研究显示#越来越多的外科医师开始关注触及椎

$

=g

&的作用)

=g

即为骶正中线$

?Wg\

&#位于侧凸远端接触

到的第
$

个椎体'

$

(

)很多学者开始探索与讨论
=g

和远端融

合椎$

\4g

&的相关性#而部分研究者认为#在某种条件下#

=g

可以用来当做
\4g

'

1

(

)融合范围的选择是否准确#这关系到矫

形的效果#而且与失代偿*腰背疼痛等症状也有一定的关

系'

'.)

(

)融合范围需适中#若是融合节段太长#每个融合节段增

多
$

个椎体#那么融合椎体下部没有融合的椎间盘所受到压力

就会增加#且这些没融合的椎间盘退变加速并能够引发腰背疼

痛等问题'

-

(

)而在腰椎部位融合节段增多会造成腰椎活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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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减小'

/

(

)当然#融合节段太短则会影响矫正效果#还能引起

\4g

倾斜度变大#继而引发椎间盘退变等风险)所以#在确定

融合范围过程中#应在争取较好的矫形效果与维持躯干平衡能

力的前提下#尽量保留较多的运动节段'

(.$$

(

)基于以上理论#

本研究采用新的标准选取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

E!";7+N7,8

#!#"

H

E8L#N+N";#"+#+

#

D4W

&患者#治疗并评估其临床疗效)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根据新的
D4W

选择标

准纳入本院
1%$%

年
2

月至
1%$'

年
/

月收治的融合胸腰弯且

经过
$&2

年以上随访的患者
21

例#男
$$

例#女
0$

例%手术时

年龄为
$%

"

1%

岁#平均$

$0&'G1&'(

&岁)新的
D4W

选择标准!

$

$

&在接受立姿前后位脊柱全长
`

线片拍摄过程中#

?Wg\

在

侧凸远端接触到的第
$

椎体为
=g

%$

1

&

=g

的
CE+L.3"7

旋转

度角度小于或等于
2

度%$

'

&位于凹侧
U7,!#,

O

像上#

?Wg\

应

该是位于两边椎弓根之间%$

0

&不存在胸腰段及腰段后凸畸形%

$

2

&

?Wg\

距离
=g'

"

0BB

的患者也列入研究范围)所有患

者均随访
$/

个月以上#平均随访时间为$

1'G'

&个月)根据中

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院$

>e3?

&分型划分!

1

例患者为

1

E

#

)

例患者为
1

:

#

2

例患者为
1

N

#

0

例患者为
2

E

#

1

例患者

为
2

:$

#

0

例患者为
2

N$

#

'

例患者为
2

N'

#

$)

例患者为
2

!$

#

'

例患者为
2

!1

#

'

例患者为
3

E

#

0

例患者为
3

:

)本研究符合人

体试验伦理学标准#并得到兰州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取得

患者知情同意)

?&@

!

方法

?&@&?

!

手术方式
!

手术均选用标准的后路椎弓根螺钉矫形技

术#确保远*近端交汇处棘上韧带与棘间韧带的完整度)采取

徒手椎弓根螺钉技术固定脊柱侧凸病变部位)矫形时选择直

接去旋转技术#采取适度凹侧撑开的辅助方式#对凸侧加压#尽

可能让
\4g

保持水平)

?&@&@

!

影像学评价
!

$

$

&主弯
?"::

角!术前以立姿拍摄前后

位
`

线片#上端椎上终板和下端椎下终板形成的开角)$

1

&额

状面平衡!分析躯干偏移的距离#

&

1NB

时可以视为躯干失代

偿)$

'

&主弯
?"::

角矫正率!手术前主弯
?"::

角减去术后即

刻*终末随访主弯
?"::

角#然后除以术前主弯
?"::

角#再乘

以
$%%V

)$

0

&

\4g

倾斜度$

\4g=

&!

\4g

下终板与骨盆两侧髂

嵴最高点连线构成的开角)$

2

&

\4g

尾侧椎间盘开角$

\4gD

&!

\4g

下终板和其远端相邻椎体上终板构成的开角)

\4gD

超

凹侧开角用+

[

,记录#超凸侧则用+

X

,记录)$

)

&

\4g=

矫正

率!即手术前
\4g=

角度减去术后即刻*终末随访
\4g=

角度#

再除以术前
\4g=

角度#最后乘以
$%%V

)$

-

&

\4g

相对于骨盆

矫正率!即术前
\4g

和骨盆之间形成的开角减去术后即刻*终

末随访
\4g

和骨盆之间的开角#除以术前
\4g

与和骨盆之间

的开角#最后乘以
$%%V

)

?&A

!

统计学处理
!

统计分析运用
W>WW1$&%

统计软件#计量

资料以
EG"

表示#比较采用配对
+

检验%检验水准
!

j%&%2

#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在本组患者中#

=g

均处于稳定椎$

Wg

&近端
$

"

1

个椎体)

=g

为
Wg

近端
$

个椎体者$

=gjWg.$

&

10

例#占
0)&1V

$

10

"

21

&%

=g

为
Wg

近端
1

个椎体者$

=gjWg.1

&

1/

例#占
2'&/V

$

1/

"

21

&)使用
=g

作为
\4g

#比使用
Wg

作为
\4g

平均节省

$

$&01G%&02

&个椎体)特殊病例!女#

$-

岁#

>e3?

1

N

型#术

前站立前正*侧位像示$图
$D

*

U

&#冠状面躯干偏移$

=W

&为

$)&%1BB

#

=g

为腰椎节段
'

$

\

'

&#

Wg

为腰椎节段
2

$

\

2

&#

\4.

gD

为
/m

#

\4g=

为
%m

#

?"::

角为
20&2m

%

U7,!#,

O

像示$图
$?

*

S

&!左屈
?"::

角
02&1m

#右屈
?"::

角
-/&1m

%术后即刻站立正*

侧位像示$图
$Y

*

5

&!

?"::

角
2m

#

=W

为
-&/BB

#铅垂线向
?W.

g\

偏移
/BB

%术后终末随访#站立正*侧位像示$图
$Z

*

@

&!

?"::

角
$%&)m

#

=W

为
$)&/BB

)

!!

D

*

U

!术前站立前正*侧位像%

?

*

S

!

U7,!#,

O

像%

Y

*

5

!术后即刻站立正*侧位像%

Z

*

@

!术后终末随访#站立正*侧位像

图
$

!!

特殊病例
`

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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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前*术后即刻和末次随访患者主弯
?"::

角*

=W

*

\4g=

和
\4gD

的变化见表
$

)术前*术后即刻主弯
?"::

角*

=W

*

\4g=

和
\4gD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j1-&()

*

%&)1)

*

1)&02'

*

0&-$/

#

$

#

%&%2

&%末次随访与术前上述指标比较#差

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j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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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主弯
?"::

角矫正率为
/-&%V

%末次随访主弯

?"::

角矫正率为
-(&)V

)术前躯干失代偿患者共
1-

例#占

2$&(V

%末次随访躯干失代偿患者共
2

例#占
(&)V

%末次随访

时未出现新的躯干失代偿患者)术后即刻
\4g=

矫正率为

-/&)V

#末次随访时
\4g=

矫正率为
-2&)V

)对比
\4gD

的方

向#术后即刻随访出现
\4gD

反向开角者
1-

例#占
2$&(V

%到

末次随访时
\4gD

反向开角者
'$

例#占
2(&)V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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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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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g=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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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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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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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指标 术前 术后即刻 末次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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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术前比较

A

!

讨
!!

论

!!

1%

世纪
2%

年代初#对于
D4W

的治疗开始逐步发展#学者

@E99#,

O

8",

创立了稳定区理论#并且指出
\4g

最佳位置应该

处在稳定区中'

$1

(

)

A#,

O

根据
@E99#,

O

8",

的理论#结合
\Q

h

Q7

内固定技术#创立了
A#,

O

分型#并且指出#

3

*

%

*

5

型都应融

合到
Wg

'

$'

(

)有学者在采用
>e3?

分型系统研究过程中#也

认为
\4g

应融合到
Wg

'

$0

(

)采用
Wg

做
\4g

风险性较小*效果

较好#但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在某种特定条件下#融合到
Wg

近

端的椎体也可以获得到较好的矫形效果'

$2.$)

(

)采用椎弓根螺

钉固定单胸弯$

A#,

O3

或
%

型&过程中#中立椎$

Cg

&才是最佳

的
\4g

)学者仉建国等'

$-

(创立了
=g

理论#根据这一标准选

择
\4g

比采用
Wg

做
\4g

少用$

$&$0G%&-'

&个椎体)

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提出新的病例选择标准#共纳入
21

例
D4W

患者#手术方法均选择全椎弓根螺钉实施内固定术)

有研究表明#在评价患者额状面矫形效果的过程中#

=W

是一项

意义重大的评价指标'

$/

(

)本研究将躯干偏移大于或等于
1NB

的患者列入躯干失代偿)本研究发现术前与末次随访比较#平

均
=W

值减少#与有关研究结果一致'

$-

(

)术后即刻和终末随访

的
\4g=

与手术前进行对比明显缩小#且术后即刻随访和终末

随访时
\4g=

均保持良好的矫正率$

-/&)V

*

-2&)V

&#结果与

相关研究结果吻合'

$(

(

)同时#手术后即刻和终末随访中
\4g

的
\4gD

改变和手术前相比较#存在明显差异)

\4gD

存在反

向开角的比例也占大部分)在终末随访时#

\4gD

反向开角的

患者为
'$

例)这样的变化极有可能与
\4g

上部的巨大矫正

力影响到椎体与
\4g

尾侧椎间盘有关'

1%.1'

(

)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

Wg

一直被视为
\4g

的关键参照

椎体)而本研究则将
=g

视为
\4g

#与
Wg

做
\4g

相比较#前

者能够省下$

$&01

士
%&02

&个椎体#与仉建国等'

$-

(所得到的结

果相吻合)

综上所述#

D4W

患者选择
\4g

涉及的因素较多#而使用

=g

作为
D4W

的
\4g

选择标准在临床上可获得满意的结果#并

可节省运动节段#但仍需要大量病例长期随访#并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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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二级指标
""

项的失能等级评估量表指标体系"

!#"

!

一级指标
!

对#失能$的认定!需要建立综合性的评估体

系去识别身体功能状态衰弱程度%

$$

&

"本文通过对现有失能评

估工具的指标进行分类整合!经过两轮专家咨询!均认可失能

等级评估的综合指标体系应涵盖#感知觉$#日常生活能力$#

认知能力$及#情绪行为$

!

个维度"

!##

!

二级指标
!

'

$

(#感知觉$项"根据专家咨询结果!意识水

平)视力)听力与触觉是评估感知觉项的
!

个重要评价点*若失

能患者白天处于意识混沌或昏迷不醒的意识水平状态!可直接

界定为重度失能!其他判断指标对于后续评估没有意义!所以

本文将其列为第一项"低视力会降低老年人生活中各种姿势

的稳定性!增加了跌倒和骨折的风险!听力障碍会影响社交与

沟通!均增加了照护的依赖性及服务实施难度%

$"

&

"触觉是皮

肤状况的感受传导!可以侧面反映长期卧床导致压疮类失能患

者的照护需求"'

"

(#日常生活能力$项"测量日常基本生活能

力的工具
%&'()*+

指数被广泛应用于国内试点地区!本文在研

究中将
%&'()*+

的全部指标纳入体系!并根据专家意见做了改

良"比如将#修饰$明确为#洗脸)洗手)刷牙)梳头和剃须$等几

项操作!去除了原量表中对于失能人群不太适用的#化妆$+将

#床椅转移$分拆为#坐立位起身$#坐凳椅$两项指标!更精确地

反映失能患者身体功能缺失的不同程度"'

,

(认知能力项"认

知能力是身体功能性缺失的重要指标!因此青岛市在制度试点

中增加了失能照护#失智专区$"本研究根据专家意见!将传统

判定认知缺陷的#近期记忆$与#程序记忆$更换为更符合失能

患者特点的#瞬时记忆$与#短期记忆$两项!同时保留#定向力$

与#判断力$两项"'

!

(#情绪行为$项"情绪行为可侧面反映照

护难度!如易怒)极端或亢奋等情绪!或者有游走)攻击他人)大

呼小叫)辱骂他人)抵触或拒绝照料等行为!都将导致照护过程

无法顺利进行!加大照护难度!因此该项设置的二级指标有#情

绪$#行为$与#沟通力$等
,

项"

!!

由于失能等级评估的指标均属于主观性)模糊性比较强的

软性指标!指标的筛选)设计和量化是本研究的关键!本文采用

-*+

.

)/

法得出的失能等级评估的初始量表!可为长期照护失能

评估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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