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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腰托治疗不同程度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效果观察

仇有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分析研究不同程度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采取佩戴腰托治疗的效果。方法：参与到此次研究的对象为本院

于 2020 年 3 月-2021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 8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按照 MRI 诊断分为 40 例腰椎间盘膨出症患者（按照每天

佩戴腰托时间，分为短期组（4-8 小时/天）20 例，长期组（≥12 小时/天）20 例），4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按照每天佩

戴腰托时间，分为短期组 20 例，长期组 20 例）。上述患者均采取佩戴腰托治疗，对比各组治疗后的效果。结果：腰椎间盘

膨出症患者中，长期组佩戴 3 个月、6 个月后的 JOA 评分相比短期组较高（P＜0.05），相比较佩戴前，短期组佩戴 6 个月后

的 JOA 评分明显增加（P＜0.05）。相比较佩戴前，长期组佩戴腰托 3 个月后的 JOA 评分明显降低（P＜0.05），其佩戴 6 个

月后 JOA 评分处于降低趋势，佩戴 1 年后 JOA 评分明显降低（P＜0.05）。结论：将佩戴腰托治疗应用在不同程度腰椎间盘

突出症治疗中，可见腰椎间盘膨出症患者半年内短期佩戴腰托治疗可对其症状有改善效果，而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三个月内

长期佩戴腰托治疗的效果可观。

【关键词】：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间盘膨出症；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 JOA 评分

Observation on the Effect of Lumbar Disc Protrusion Treated by Wearing Lumbar Support

Youfang Qiu

Longhua Hospita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0032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wearing lumbar brace o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Method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80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0 to March
2021. According to MRI diagnosis, 40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prolapse were divided into short-term group (4-8 hours/day),
long-term group (≥12 hours/day), and 40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short-term group, 20 cases, long-term group, 20 cases).
All the above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waist brace, and the effect of treatment in each group was compared. Results: In patients with
prolapse of lumbar disc, the JOA score after 3 months and 6 months of wearing in the long-term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hort-term group (P < 0.05), and the JOA score after 6 months of wearing in the short-term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wearing (P < 0.05).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wearing, the JOA score of the long-term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wearing the waist brace for 3 months (P < 0.05), the JOA score of the long-term group was in a decreasing
trend after wearing the waist brace for 6 months, and the JOA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wearing it for 1 year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lumbar support in the treatment of different degrees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shows that short-term
wearing of lumbar support in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bulging within six months can improve their symptoms, while long-term
wearing of lumbar support in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within three months has considerable effect.
Keywords: Lumbar disc herniation; Lumbar disc bulge; Lumbar disc herniation; Lumbar JOA score

腰椎间盘突出症为临床上多见的疾病，此病是由于腰椎

间盘退行性改变、损伤以及积累性劳损造成腰椎间盘纤维环

以及软骨板破裂等，对腰脊神经根产生刺激、压迫所致[1]。

该病常见的症状为腰腿痛。该病多在中老年人群中产生，且

逐渐向年轻化趋势发展[2]。该病在临床上采取非手术治疗可

起到不错的效果，当前主要的非手术方法可见牵引、理疗等，

可对患者的相关症状起到一定的缓解效果，但无法获得长期

的治疗效果[3]。佩戴腰托是最近几年开始应用的一种非手术

治疗方法，其可对患者的腰椎负重予以减轻，缓解腰椎压迫，

进而控制病情发展。但有学者指出，佩戴腰托有一定的几率

造成腰部肌肉、韧带退化加剧，以至于对患者的病情加重，

此外在不同腰椎间盘突出症以及不同时间佩戴腰托的效果

中也存在争议。为此，参与到此次研究的对象为本院于 2020

年 3 月-2021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 8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分析研究不同程度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采取佩戴腰托治疗

的效果。研究结果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参与到此次研究的对象为本院于 2020 年 3月-2021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 8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按照MRI 诊断分

为 40 例腰椎间盘膨出症患者（按照每天佩戴腰托时间，分

为短期组（4-8 小时/天）20 例，长期组（≥12 小时/天）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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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按照每天佩戴腰托时间，分

为短期组 20 例，长期组 20 例）。其中腰椎间盘膨出症患者

男性 15 例，女性 25 例，年龄 45-67 岁，平均年龄（54.25

±2.35）岁，病程 1-5 年，平均病程（3.43±1.23）年。腰椎

间盘突出症患者男性 17 例，女性 23 例，年龄 42-63 岁，平

均年龄（54.54±2.54）岁，病程 2-4 年，平均病程（3.35±

1.65）年。两组患者基础资料对比差异无法满足统计学含义

（P＞0.05）。参与此次研究的患者均符合本次研究纳入及排

除标准。本研究经伦理审核批准。

1.1.1 纳入标准

（1）患者症状及MRI 诊断后符合腰椎间盘突出症诊断

标准，且分为腰椎间盘膨出症及腰椎间盘突出症；（2）患

者对本次研究依从性较好，且了解此次研究目的；（3）患

者基础资料完整。

1.1.2 排除标准

（1）患有脑、肾以及肺等器官功能性障碍疾病者；（2）

患有精神疾病者，认知功能障碍者；（3）中途退出研究及

无法配合本次研究者。

1.2 方法

8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均采取常规佩戴腰托治疗。该

腰托前后部为帆布制作，两侧连接为宽松紧带。腹部为尼龙

搭扣，以方便按照患者不同体型进行松紧度调整。佩戴方法

为按照不同佩戴时间（短期 4-8 小时/天），长期组（≥12

小时/天）进行佩戴于腰骶部。上述患者均佩戴 1年时间。

1.3 疗效标准

观察比较腰椎间盘膨出症及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各分

组佩戴腰托前、3个月、6 个月及 1年后的 JOA 腰椎评分。

腰椎 JOA评分囊括疼痛、感觉等评价指标，其总分 29 分，

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的功能障碍越轻。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均采用 SPSS23.0 软件进行处理。（±

s）用于表示计量资料，用 t 检验；（%）用于表示计数资料，

用（x2）检验。当所计算出的 P＜0.05 时则提示进行对比的

对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腰椎间盘膨出症患者中短期组及长期组各时间段腰

椎 JOA评分对比分析

长期组佩戴 3个月、6个月后的 JOA 评分相比短期组较

高（P＜0.05），相比较佩戴前，短期组佩戴 6个月后的 JOA

评分明显增加（P＜0.05）。相比较佩戴前，长期组佩戴腰托

3个月后的 JOA评分明显降低（P＜0.05），其佩戴 6 个月后

JOA评分处于降低趋势，佩戴 1 年后 JOA 评分明显降低（P

＜0.05）。具体见表 1。

表 1 腰椎间盘膨出症患者中短期组及长期组各时间段腰椎

JOA评分对比分析（ sx  ）（分）

组别
例

数
佩戴前

佩戴3个

月

佩戴6个

月
佩戴 1年

短期

组
20

22.54±

3.21

23.67±

4.37

24.56±

4.76 c

21.87±

4.31

长期

组
20

22.57±

3.37

20.54±

3.46 a c

21.54±

4.78 a

20.37±

3.65 c

注：与短期组比较，a P＜0.05，与佩戴前比较，c P＜0.05。

2.2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中短期组及长期组各时间段腰

椎 JOA 评分对比分析

长期组佩戴 3 个月后 JOA 评分相比短期组较高（P＜

0.05），佩戴 1年后 JOA 评分相比短期组较低（P＜0.05）。

与佩戴前对比，短时间组佩戴 3 个月后 JOA 评分较低（P＜

0.05）。详见表 2。

表 2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中短期组及长期组各时间段腰椎

JOA评分对比分析（ sx  ）（分）

组别
例

数
佩戴前

佩戴3个

月

佩戴6个

月
佩戴1年

短期组 20
20.43±

4.35

18.56±

4.35 b

19.43±

3.42

19.32±

5.48

长期组 20
20.56±

4.47

20.54±

3.47 a

20.43±

3.48

18.54±

5.43 a

注：与短期组比较，a P＜0.05，与佩戴前比较，b P＜0.05。

2.3 不同腰椎间盘膨出症患者的短期组各时间段腰椎

JOA评分对比分析

腰椎间盘膨出症组佩戴腰托前、3 个月、6 个月以及 1

年后 JOA 评分相比较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较高（P＜0.05）。

详见表 3。

表 3 不同腰椎间盘膨出症患者的短期组各时间段腰椎 JOA

评分对比分析（ sx  ）（分）

组别
例

数
佩戴前

佩戴 3

个月

佩戴 6

个月

佩戴 1

年

腰椎

间盘

膨出

症

40
22.45±

4.33

23.56±

4.34

24.86±

5.43

21.54±

4.32

腰椎

间盘

突出

症

40
20.35±

4.14 a

18.76±

4.35 a

19.86±

4.32 a

19.54±

5.46 a

注：与腰椎间盘膨出症对比，a P＜0.05。

2.4 不同腰椎间盘膨出症患者的长期组各时间段腰椎

JOA评分对比分析

腰椎间盘膨出症组佩戴腰托前的 JOA 评分相比腰椎间

盘突出症较高（P＜0.05），而各两种病症佩戴腰托 3个月、

6个月以及1年后JOA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含义（P＞0.05）。

详见表 4。

表 4 不同腰椎间盘膨出症患者的长期组各时间段腰椎 J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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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对比分析（ sx  ）（分）

组别 例数 佩戴前
佩戴 3个

月

佩戴 6

个月
佩戴 1年

腰椎

间盘

膨出

症

40
23.42

±4.48

20.53±

4.57

21.43±

6.54

20.34±

4.15

腰椎

间盘

突出

症

40

20.21

±4.47

a

20.76±

4.45

21.32±

4.32

20.43±

4.37

注：与腰椎间盘膨出症对比，a P＜0.05。

3 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属于临床上多见的疾病，相关研究指出，

该病和纤维环、终板软骨以及椎体周围韧带退变密切相关[4]。

通过MRI 诊断可分为膨出、凸出等类型。该病在治疗上主要

清除椎间盘机械压迫以及恢复脊柱生理曲度为目的。腰椎

L4/L5 以及 L5/S1 为腰椎活动重要承受者，从而退变造成的

腰椎间盘病变较为常见[5]。另外其他因素可导致椎间盘膨出，

常见腰骶角较大，腰部肌力降低以及骨质疏松等。为此需要

对腰部支撑对抗予以加强，以降低椎体压迫，对腰突症状予

以改善。

相关研究指出，长时间佩戴可对患者的腰部肌肉运动插

产生限制，以至于人为加剧肌肉韧带退变，导致促进脊柱病

变发展，形成动力失衡情况。上述解释了此次研究中对腰椎

间盘膨出症患者佩戴腰托各时间段的结果。排除机械性压迫，

凸出椎间盘刺激下病变椎间盘附近结缔组织通常可伴有炎

症反应以及脊髓黏连，经多次的机械刺激可加剧炎症以及神

经根损伤。为此，以佩戴 3 个月时间的腰托能够有益于降低

炎症反应，促进患者的腰椎功能改善。相关研究表明，腰椎

间盘突出症后期椎体附近缺血性肌痉挛和韧带钙化较为多

见，为此采取长时间的拉伸运动可对痉挛起到缓解效果，促

进患者的相关症状改善。笔者分析原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症

患者短期佩戴腰托 1年后 JOA评分高于长期佩戴的原因。相

关学者指出，慢性炎症激活于病变前期、后期比较凸显，但

于中期以及病情发展期髓核细胞死亡受体途径激活和凋亡

增加为主导地位。对不同程度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佩戴腰托

后的 JOA 评分分析，腰椎间盘膨出症组佩戴腰托前、3个月、

6个月以及 1年后 JOA评分相比较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较高

（P＜0.05）。可见仅单一的佩戴腰托无法对腰椎间盘突出症

予以有效治疗。本研究因严谨性以及样本存在局限性，其他

相关性结论未进一步证实。望后续研究能够对其他相关性研

究深入分析。

综上所述，将佩戴腰托治疗应用在不同程度腰椎间盘突

出症治疗中，可见腰椎间盘膨出症患者半年内短期佩戴腰托

治疗可对其症状有改善效果，而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三个月

内长期佩戴腰托治疗的效果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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