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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报道一项治疗严重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的新技术，可在不切除骨化物的前提下实现神经的直接

减压，弥补传统前路或后路减压手术的不足。方法　颈椎前路椎体骨化物复合体前移融合术的手术操作步骤主要包

括处理椎间隙、去除椎体前部骨质、安装钛板和椎间融合器、椎体两侧开槽和椎体骨化物复合体前移等。收集２例经该

术式治疗的严重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患者的临床资料并进行分析。结果　颈椎前路椎体骨化物复合体前移融合术通

过将椎体骨化物复合体游离并前移，实现脊髓和神经根的直接减压。２例患者手术顺利，脊髓减压彻底，神经功能恢复

良好，无特殊并发症发生。结论　颈椎前路椎体骨化物复合体前移融合术的设计兼顾了前路直接减压的有效性和后

路间接减压的安全性，初步疗效证明其可作为严重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的一种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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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ｏ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ｌｉｇａｍｅｎｔ，ＯＰＬＬ）是由于颈椎

后纵韧带异位成骨，骨化物压迫椎管内神经组织导

致的疾病。该病在东亚人群中的发病率高于其他人

群［１］。患者症状主要包括四肢与躯干感觉和运动功

能障碍，严重者甚至出现瘫痪和大小便失禁［２３］。目

前对于ＯＰＬＬ的手术治疗策略尚无共识，通常认为，

椎管狭窄率大于６０％的严重ＯＰＬＬ采用后路减压

手术治疗效果不佳［４５］。而前路减压手术通过从前

方切除骨化物实现神经减压，其减压效果直接，但切

除骨化物时操作难度较高，面临的脑脊液漏和神经

损伤的风险较大［６］。

我科针对严重ＯＰＬＬ设计了一种颈椎前路椎体

骨化物复合体前移融合术（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ｌｅ

ａｎｔｅｒｉｏ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ｕｓｉｏｎ，ＡＣＡＦ），具有前路

直接减压的手术疗效，同时具有后路减压的安全性。

本文对该术式做一介绍，并对２例患者的初步疗效

进行报道。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手术技术

１．１．１　术前检查　术前进行颈椎正侧位平片、颈椎

ＣＴ三维重建及颈椎磁共振成像等必要的影像学检

查，通过颈椎平片判断患者颈椎曲度、颈部的长度和

前方显露的可行性，颈椎磁共振成像判断脊髓受压

的节段、所需减压的范围和脊髓所处的位置，颈椎

ＣＴ三维重建测量骨化物的范围、宽度及厚度，增强

ＣＴ可辅助判断椎动脉的走行和变异情况。

１．１．２　麻醉及体位　采用全身麻醉，涉及Ｃ３椎体

以上节段采用经鼻气管插管，Ｃ３椎体以下可采用经

口气管插管。患者取仰卧位，肩下垫枕，并垫软垫使

颈部略仰伸，不要过分后仰，以免导致气管张力过高

而影响术中显露。常规进行神经电生理检测以保证

术中操作的安全性。

１．１．３　显露　采用ＳｍｉｔｈＰｅｔｅｒｓｏｎ入路显露椎前

间隙（图１Ａ），根据手术节段长度及患者颈部条件决

定选择横切口或纵切口。显露椎前间隙后，使用椎

体钉对节段进行定位。使用双极电凝对前纵韧带上

的血管进行预凝止血，用电刀及锐利的神经剥离子

由骨膜下向外侧剥离颈长肌至钩椎关节外缘，再用

电刀及骨蜡充分止血。

１．１．４　处理椎间隙　使用三关节咬骨钳去除目标间

隙及椎体前缘骨赘，依次使用尖刀、刮匙和髓核钳彻

底去除椎间盘，用枪钳咬除椎间隙后缘增生骨赘，显

露后纵韧带（图１Ｂ）。使用神经剥离钩寻找并突破后

纵韧带的薄弱点，然后挑起后纵韧带并用尖刀切开。

使用刮匙及枪钳咬除椎间隙后纵韧带，显露硬脊膜。

此时需注意，仅需切除头尾两端椎间隙的后纵韧带，

骨化物所在的各节段椎间隙后纵韧带无需切除。

１．１．５　去除椎体前部骨质　使用三关节咬骨钳根

据各节段骨化物厚度去除椎体前部骨质，自体碎骨

留作后续植骨用。预装一块钛板并使用测深器测量

各椎体前缘与钛板间的距离，判断是否满足后续提

拉所需空间。取下钛板，对前部骨质去除不足的椎

体使用磨钻或超声骨刀进行修整（图１Ｃ）。

１．１．６　安装钛板和椎间融合器　根据试模测量各

椎间隙大小，于各间隙安装填塞有自体骨的椎间融

合器（注意融合器高度是否合适，不可强行敲入间

隙，只可轻柔放入）。将预弯的合适长度的钛板放置

于椎体前缘，用钻头及丝攻预处理钉道后，安装椎体

钉（图１Ｄ）。此处注意将需提拉的椎体上的椎体钉

拧至贴合钛板即可，不做提拉尝试。

１．１．７　椎体两侧开槽　根据术前测量骨化物的宽

度，向外１ｍｍ作为开槽边界，一般开槽宽度在１８～

２０ｍｍ（图１Ｅ、１Ｆ），可使用高速磨钻、超声骨刀或咬

骨钳进行开槽，槽宽１．５～２ｍｍ，至椎体后壁皮质

后，使用１ｍｍ枪钳从两侧椎间隙向椎体中部逐渐

咬除剩余椎体后壁。使用骨蜡及明胶海绵止血。

１．１．８　椎体骨化物复合体前移　前述步骤完成后，

椎体骨化物复合体与脊柱间的硬性连接即已断开。

使用多把椎体钉起子同时拧紧需提拉节段的椎体

钉，可观察到椎体逐渐前移。如未观察到椎体前移，

需停止提拉，探查椎体骨化物复合体四周是否残留

未断开骨质（图１Ｇ、１Ｈ）。

图１　颈椎前路椎体骨化物复合体前移融合术操作步骤示意图

犉犻犵１　犛犮犺犲犿犪狋犻犮犱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狊狌狉犵犻犮犪犾狆狉狅犮犲犱狌狉犲狊狅犳犪狀狋犲狉犻狅狉

犮狅狀狋狉狅犾犾犪犫犾犲犪狀狋犲狉犻狅犱犻狊狆犾犪犮犲犿犲狀狋犪狀犱犳狌狊犻狅狀狊狌狉犵犲狉狔

Ａ：Ｈｕｇｅｏ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ｌｉｇａｍｅｎｔ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ｓｐｉｎｅａ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Ｃ４６；Ｂ：Ｄｉｓｃｅｃｔｏｍ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ｓｐａｃｅ；Ｃ：

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ｐａｒｔｏｆｃｅｎｔｒｕｍ；Ｄ：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ｐｌａｔｅａｎｄｓｃｒｅｗ；Ｅ，Ｆ：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ｏｓｔｅｏｔｏｍ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Ｇ，

Ｈ：Ａｎｔ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ｏ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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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　关闭切口及术后制动　仔细止血后冲洗术

野，留置１～２根引流管，逐层关闭手术创口。术后

使用头颈胸支具固定３个月，以保证术后早期活动

及骨质融合。

１．２　病例介绍

１．２．１　病例１　女性，５７岁。主诉：颈部不适１０余

年，加重伴行走不稳１个月。患者于１０年前无明显

诱因出现颈部酸痛不适，无头痛、头晕，无恶心、呕

吐，症状间断出现。自行局部理疗及针灸治疗，有所

好转。１个多月前上述症状加重，伴双手麻木，行走

不稳伴踩棉花感。专科检查：步入病室，步态不稳，

脊柱呈生理弯曲，颈椎活动受限，双手手指末端触

觉、痛温觉减退，位置觉、震动觉未见异常。四肢肌

张力正常，肌肉无明显萎缩，双手有精细动作障碍，

双上肢三角肌、肱二头肌、肱三头肌肌力４级，屈腕、

伸腕肌力４－级，双手肌力４－级，双下肢髂腰肌、股

四头肌、股二头肌、半腱肌、半膜肌、胫前肌、小腿三

头肌肌力４级，双足 趾背伸、跖屈肌力４－级。双

侧腹壁反射正常，肛门反射正常，双侧肱二头肌、肱

三头肌、桡骨膜反射亢进。双侧膝跳反射、跟腱反射

亢进。双侧Ｈｏｆｆｍａｎｎ征阳性，双侧Ｂａｂｉｎｓｋｉ征阴

性。术前颈椎侧位片示Ｃ２～７椎体后壁混合型后纵韧

带骨化；颈椎ＣＴ三维重建示Ｃ２～７混合型ＯＰＬＬ，椎

管狭窄率８５％；颈椎磁共振成像示颈脊髓受压节段

为Ｃ３～５、Ｃ６／７。诊断：（１）颈椎ＯＰＬＬ伴不全瘫；（２）

颈椎管狭窄症；（３）胸椎管黄韧带骨化。

１．２．２　病例２　男性，６９岁。主诉：双下肢无力伴

双手麻木４年，大小便障碍２年，加重１个月。患者

于４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双手麻木，双下肢冰凉感

伴双下肢无力、踩棉花感，行走不稳，伴摔倒倾向。

未予特殊诊治。３年前不慎自电动车上摔下后症状

明显加重，行走不稳，需搀扶行走，当地医院诊断为

颈椎ＯＰＬＬ，建议手术治疗，患者拒绝。２年前出现

胸部束带感及呼吸费力，下肢肌力进一步减弱，需助

行器辅助行走，行走距离短；大便无力，小便需等待。

１个月前双下肢无力症状明显加重，站立及行走困

难。专科检查：轮椅入病室，锁骨及以下平面感觉障

碍，四肢肌张力增强，以双下肢较为明显，体格检查

时双下肢配合不佳。肌肉无明显萎缩，双上肢有精

细动作障碍。双上肢三角肌、肱二头肌、肱三头肌肌

力５级，屈腕、伸腕肌力５级，右手肌力４级，双下肢

髂腰肌、股四头肌、股二头肌、半腱肌、半膜肌、胫前

肌、小腿三头肌肌力３级，双足 趾背伸、跖屈肌力

３级。双侧腹壁反射未引出，双侧提睾反射正常，肛

门反射减弱，双侧肱二头肌、肱三头肌、桡骨膜反射

亢进。双侧膝跳反射、跟腱反射亢进。双侧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征阳性，双侧Ｂａｂｉｎｓｋｉ征阳性。术前颈

椎侧位片示颈椎曲度变直，各椎体不同程度骨质增

生；ＣＴ矢状位示Ｃ３／４椎间隙后缘骨赘形成、Ｃ６～Ｔ１

椎体后纵韧带连续性骨化、颈椎管狭窄率７０％，横

断面示Ｃ６～Ｔ１椎体后缘骨化物呈中央型向后突出、

颈椎管严重狭窄；颈椎磁共振成像示Ｃ６～Ｔ１后纵韧

带骨化导致椎管狭窄脊髓严重压迫，Ｃ３／４、Ｃ４／５、Ｃ５／６

致压物呈中央型向后突出，压迫脊髓。诊断：（１）颈

胸椎ＯＰＬＬ（Ｃ６～Ｔ１）伴不全瘫；（２）脊髓型颈椎病

（Ｃ３／４、Ｃ４／５、Ｃ５／６）。

２　结　果

病例１行ＡＣＡＦ（Ｃ３～６前移，Ｃ２／３间骨化后纵韧

带横断），手术时间５．５ｈ，术中出血８００ｍＬ。手术

顺利，未发生脑脊液漏、神经功能恶化、术后血肿等

并发症。术后影像学检查示Ｃ３～６椎体前移，椎管狭

窄率由术前的８５％降低为２０％，脊髓压迫解除（图

２～４）。下肢肌力增加，行走功能显著恢复。术后

ＪＯＡ评分１６分，术前ＪＯＡ评分１５分，ＪＯＡ评分改

善率为５０．０％。

病例２行前路颈椎间盘切除椎间植骨融合

（Ｃ３／４）加 ＡＣＡＦ（Ｃ５～７椎体前移，Ｔ１上半椎体后缘

潜行减压），手术时间４．８ｈ，术中出血５００ｍＬ。

手术顺利，未发生脑脊液漏、神经功能恶化、术后

血肿等并发症。术后影像学检查示Ｃ５～７椎体前

移，椎管狭窄率由术前的８０％降低为５％，脊髓

压迫解除（图５～７）。术后躯干部束带感消失，双

上肢、下肢肌力增加，行走功能显著恢复，术后

ＪＯＡ评分１４分，术前ＪＯＡ评分６分，ＪＯＡ评分改

善率为７２．７％。

图２　病例１术前及术后颈椎侧位片对比

犉犻犵２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狆狉犲犪狀犱狆狅狊狋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

犾犪狋犲狉犪犾犳犾狌狅狉狅狊犮狅狆狔狅犳犮犪狊犲１

Ａ：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ｔｅｒａｌＸｒａｙｉｍａｇｅｓｈｏｗｉｎｇａｍａｓｓｉｖｅｍｉｘｅｄｔｙｐｅ

ＯＰＬＬａｔＣ２７；Ｂ：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ｔｅｒａｌｆｌｕｏｒｏｓｃｏｐｙ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

ｏ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ｔｒａｎｓｅｃｔｅｄ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Ｃ２／３ 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３６

ｏ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ｈｏｉｓｔｅｄａｎｄｆｕｓｅｄｔｏａｎａｎｔ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ＰＬＬ：Ｏ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ｌｉｇａ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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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病例１术前及术后颈椎犆犜三维重建对比

犉犻犵３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狆狉犲犪狀犱狆狅狊狋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犆犜３犇狉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犮犪狊犲１

Ａ，Ｆ：Ｃ３ｌｅｖｅｌｏｆａｘｉａｌｐｌａｎｅ；Ｂ，Ｇ：Ｃ４ｌｅｖｅｌｏｆａｘｉａｌｐｌａｎｅ；Ｃ，Ｈ：Ｃ６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ｅｎｄｐｌａｔ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ａｘｉａｌｐｌａｎｅ；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ａｇｉｔｔａｌｐｌａｎｅ．ＡＤ：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ａｇｉｔｔａｌＣＴｉｍａｇｅｓｈｏｗｉｎｇａｍａｓｓｉｖｅｍｉｘｅｄｔｙｐｅＯＰＬＬａｔＣ２７，ｃａｎａｌ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ｇｒａｔｅｗａｓ８５％；ＥＨ：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ａｇｉｔｔａｌＣＴ

ｉｍａｇｅ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ｏ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ｈｏｉｓｔｅｄａｎｄｆｕｓｅｄｔｏａｎａｎｔ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ｐｉｎｅｃａｎａｌ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ｇｒａｔｅｗａｓ２０％．ＯＰＬＬ：Ｏ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ｌｉｇａｍｅｎｔ

图４　病例１术前及术后颈椎磁共振成像对比

犉犻犵４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狆狉犲犪狀犱狆狅狊狋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狉犲狊狅狀犪狀犮犲犻犿犪犵犻狀犵狅犳犮犪狊犲１

Ａ，Ｆ：Ｃ３ｌｅｖｅｌｏｆａｘｉａｌｐｌａｎｅ；Ｂ，Ｇ：Ｃ４ｌｅｖｅｌｏｆａｘｉａｌｐｌａｎｅ；Ｃ，Ｈ：Ｃ６ｌｅｖｅｌｏｆａｘｉａｌｐｌａｎｅ；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ａｇｉｔｔａｌｐｌａｎｅ．ＡＤ：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ＲＩ）ｓｈｏｗｉｎｇｓｅｖｅｒ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ｓｐｉｎａｌａｏｒｄａ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Ｃ３５ａｎｄＣ６／７ｓｐａｃｅ；ＥＨ：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ＲＩ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ｓｐｉｎａｌｃｏｒｄｉｎｅａｃｈ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ｐｉｎａｌｃｏｒｄｄｉｄｎｏｔｆｕｌｌｙｒｅｃｏｖｅｒ

３　讨　论

ＯＰＬＬ病程较长，骨化进程缓慢，脊髓对于此类

缓慢形成的压迫耐受性较强，故ＯＰＬＬ发病时骨化

物往往较大。对于骨化物较大的ＯＰＬＬ，目前手术

治疗策略尚无共识。颈椎后路减压手术通过切除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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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或椎板成形扩大颈椎管容积，使脊髓后移，实现神

经的间接减压。后路手术难度较低，对于前路手术难

以重建的长节段ＯＰＬＬ具有独特的优势
［７］。但该术

式的效果依赖脊髓的后移，故骨化物巨大及颈椎前凸

较差时后路手术效果并不理想［８］。通常认为，椎管狭

窄率大于６０％的严重ＯＰＬＬ采用后路椎管扩大间接

减压治疗效果不佳［５］。而前路减压手术通过从前方

切除骨化物实现神经减压，其减压效果直接，但切除

骨化物时操作难度较高，手术风险较大［９１０］。

传统前路手术主要为前路椎体次全切除术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ｏｒｐｅｃｔｏｍｙａｎｄｆｕｓｉｏｎ，ＡＣＣＦ），

需切除骨化物以达到充分减压，无论是分块切除、整

块切除或磨薄漂浮等方法，均可能对脊髓造成损伤，

损伤发生率可高达１４％
［１１１２］。后路减压手术不直

接切除骨化物，于后路脊髓外侧对椎板进行开槽或

切除操作，相对安全，不易损伤脊髓，神经损伤的发

生率较低［１３］。ＡＣＡＦ手术虽是前路直接减压，但其

操作区域位于脊髓外侧的钩椎关节附近，在解剖上

降低了脊髓损伤的风险。统计目前临床病例，仅有

极少数患者（４％，未发表数据）出现上肢的一过性肌

力下降，可能与神经根的刺激有关。

图５　病例２术前及术后颈椎侧位片对比

犉犻犵５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狆狉犲犪狀犱狆狅狊狋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

犾犪狋犲狉犪犾犳犾狌狅狉狅狊犮狅狆狔狅犳犮犪狊犲２

Ａ：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ｔｅｒａｌｆｌｕｏｒｏｓｃｏｐｙｓｈｏｗｉｎｇ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ｌｏｒｄｏｓｉｓ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ｓｐｉｎｅ；Ｂ：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ｔｅｒａｌ

ｆｌｕｏｒｏｓｃｏｐｙ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ｏ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ｈｏｉｓｔｅｄａｎｄｆｕｓｅｄｔｏａｎ

ａｎｔ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ｘｅｄｆｕｓｉｏｎ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Ｃ３／４

ｗｉｔｈａｚｅｒｏｐｒｏｆｉｌｅｆｕｓｉｏｎｄｅｖｉｃｅ

图６　病例２术前及术后颈椎犆犜三维重建对比

犉犻犵６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狆狉犲犪狀犱狆狅狊狋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犆犜３犇狉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犮犪狊犲２

Ａ，Ｆ：Ｃ６ｌｅｖｅｌｏｆａｘｉａｌｐｌａｎｅ；Ｂ，Ｇ：Ｃ７ｌｅｖｅｌｏｆａｘｉａｌｐｌａｎｅ；Ｃ，Ｈ：Ｃ７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ｅｎｄｐｌａｔ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ａｘｉａｌｐｌａｎｅ；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ａｇｉｔｔａｌｐｌａｎｅ．ＡＤ：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ａｇｉｔｔａｌＣＴｉｍａｇｅｓｈｏｗｉｎｇｏｓｔｅｏｐｈｙｔ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Ｃ３／４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ａｍａｓｓｉｖ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ｔｙｐｅＯＰＬＬａｔＣ６Ｔ１，ｃａｎａｌ

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ｇｒａｔｅｗａｓ７０％，ａｘｉａｌＣＴ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ｏ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ｓｓｗａ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ｃａｕｓｉｎｇｓｅｖｅｒｅｃａｎａｌ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ｇ；ＥＨ：Ｐｏｓ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ａｇｉｔｔａｌＣＴｉｍａｇｅ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ｏ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ｈｏｉｓｔｅｄａｎｄｆｕｓｅｄｔｏａｎａｎｔ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ｐｉｎｅｃａｎａｌ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ｇｒａｔｅｗａｓ５％．

ＯＰＬＬ：Ｏ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ｌｉｇａｍｅｎｔ

　　传统的后路减压手术无论是椎管成形术还是椎

板切除术，均为从后方扩大椎管，使脊髓向后膨起或

退让，良好的减压效果依赖于良好的颈椎曲度、适当

的骨化物大小和合适的减压范围。然而过度的脊髓

后移常导致神经根牵拉，造成术后Ｃ５神经根病的发

生［１４］。ＡＣＣＦ的减压是对骨化物的直接切除，但其

减压范围通常为１２～１４ｍｍ，对于基底部较宽的

ＯＰＬＬ，常难以充分切除，遗留残余症状。ＡＣＡ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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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及椎间隙的减压宽度达到１８～２０ｍｍ，解剖上此

宽度超过了脊髓的宽度［１５］，达到神经根出口的内

缘。故ＡＣＡＦ的减压是对脊髓和神经根的同时减

压，较为充分。

ＯＰＬＬ前路手术的重要并发症之一是硬脊膜、蛛

网膜破裂导致的术后脑脊液漏［１６］。传统ＡＣＣＦ手术

需切除与硬脊膜紧密相贴的后纵韧带，往往因为粘连

或用钳方式不对造成硬脊膜卷入钳口，出现硬脊膜破

裂；更为难以避免的是，当出现硬脊膜骨化时，传统

ＡＣＣＦ切除骨化物后将可能出现大片硬脊膜缺损，术

后脑脊液漏持续时间较长，影响术后恢复［１７］。ＡＣＡＦ

手术的优势在于不需直接处理后纵韧带和硬脊膜骨

化之间的关系，而采用自两侧无骨化或骨化较轻处进

行游离切断操作。在骨化物宽度较小的病例中，两侧

开槽处可不切断后纵韧带，减少了脑脊液漏发生的风

险。如ＡＣＡＦ术中出现脑脊液漏，可使用自体筋膜或

人工硬脊膜覆盖材料进行覆盖，由于椎体骨化物复合

物的存在，固定硬脊膜覆盖材料变得简单而有效。

图７　病例２术前及术后颈椎磁共振成像对比

犉犻犵７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狆狉犲犪狀犱狆狅狊狋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狉犲狊狅狀犪狀犮犲犻犿犪犵犻狀犵狅犳犮犪狊犲２

Ａ，Ｆ：Ｃ６ｌｅｖｅｌｏｆａｘｉａｌｐｌａｎｅ；Ｂ，Ｇ：Ｃ７ｐｅｄｉｃｅｌｌｅｖｅｌｏｆａｘｉａｌｐｌａｎｅ；Ｃ，Ｈ：Ｔ１ｐｅｄｉｃｅｌｌｅｖｅｌｏｆａｘｉａｌｐｌａｎｅ；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ａｇｉｔｔａｌｐｌａｎｅ．ＡＤ：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ＲＩ）ｓｈｏｗｉｎｇｓｅｖｅｒ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ｄｉｓｃｈｅｒｎｉ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Ｃ３／４，Ｃ４／５ａｎｄＣ５／６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ｉｔｗａ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ＯＰＬＬａ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Ｃ６Ｔ１；ＥＨ：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ＲＩ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ｓｐｉｎａｌｃｏｒｄｉｎｅａｃｈｌｅｖｅｌ，ｔｈｅ

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ｓｐｉ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ｗ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ｆｒｏｎｔｏｆｓｐｉｎａｌｃｏｒｄａ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Ｃ４Ｔ１，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ｉｎａｌｄｕｒａｗａｓｈｏｉｓｔｅｄ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ＰＬＬ

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ＯＰＬＬ：Ｏ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ｌｉｇａｍｅｎｔ

　　ＡＣＣＦ术中出血相比后路手术较多，由于骨化

物的压迫造成椎管内静脉回流受阻，使椎管内静脉

丛和后纵韧带上的静脉处于怒张充盈状态，ＡＣＣＦ

术中触及这些血管时常导致难以控制的出血，由于

这些血管位于椎管两侧，间接导致ＡＣＣＦ两侧的减

压存在顾虑而引起减压不充分［１８］。ＡＣＡＦ手术在

开槽时使用超声骨刀或高速磨钻，两者对骨面渗血

都有一定的止血作用，骨面较多的出血可通过涂抹

骨蜡止血。后纵韧带及椎管内静脉的出血有时较汹

涌，但由于椎体骨化物复合物的存在，可使用骨蜡或

止血材料进行压迫继而轻松实现止血。由于硬脊膜

常与骨化物之间存在粘连，故骨化物被提拉后，硬脊

膜被共同提起，形成ＡＣＡＦ术特殊的“帐篷效应”，

故此硬脊膜外不存在血肿形成的空间，发生术后硬

脊膜外血肿的可能性较小。

ＡＣＡＦ是一种通过前移椎管前壁而直接扩大椎

管容积的方法，故前方压迫导致的颈椎管狭窄都是

其适应证，对于ＯＰＬＬ患者，脊髓和神经根前方的压

迫可通过ＡＣＡＦ直接减压。由于不直接切除骨化

物，故椎管狭窄率的大小对手术难度的影响较小，而

骨化物的宽度对手术难度的影响较大。如果骨化物

有一个伸至椎管边缘的宽大基底，或骨化物整体位

于椎管一侧，则因开槽难度大而视为相对禁忌。另

一个相对禁忌是ＯＰＬＬ压迫节段过长的情况（≥５

个节段），因目前尚没有足够长度的颈前路钛板可供

重建。

颈椎前凸的存在与否与本手术的方案制定密切

相关，如前凸曲度较差，则可利用预弯钛板的曲度对

中间椎体起到较好的提拉效果；如前凸曲度较好，则

需切除足够的椎体前部骨质，以达到足够的前移空

间。对于骨化头尾两端的提拉因较难利用曲度调

整，故骨化较大时需注意切除足够椎体前部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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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期．孙瞡川，等．颈椎前路椎体骨化物复合体前移融合术治疗严重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

ＡＣＡＦ手术在设计上结合了传统颈椎前路手术

减压直接彻底和后路手术操作安全的特点，初步临

床结果证实了其治疗严重颈椎ＯＰＬＬ的可行性。虽

然手术的安全性、有效性、并发症的发生率、植骨融

合率、前移的骨化物是否进展等问题仍需进一步研

究，但该创新术式所运用的独特思维方法将给

ＯＰＬＬ的治疗策略带来全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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