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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路椎弓根内固定椎体间融合术治疗腰椎滑脱症

张琼材

西安 630医院 陕西 西安 710089

【摘 要】：目的：试验探究后路椎弓根内固定椎体间融合术治疗腰椎滑脱症的临 床效果。方法：选取 2020年 1月-2021
年 12月这期间本院收治的确诊为 腰椎滑脱 86例，将其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对照组与 试验组，每组 43例，对照组采
用保守治疗方法，试验组采用后路椎弓根内固定椎体间融合术治疗方法，比较两 组干预后生活质量、治疗有效率、疼
痛情况和复发率。 结果：试验组生活质量提升情况高于 对照组，治疗有效率 97.67%相较于 对照组 76.74%明显更高，对
比疼痛情况，对照组 VAS评分（2.21± 1.54）分低于 对照组（3.25± 1.42）分，试验组复发率 13.95%低于 对照组 0.00%，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在临 床上 对于 腰椎滑脱患者应用后路椎弓根内固定椎体间融合术治疗有着极
佳的治疗效果，有效改善了 疼痛程度，使得患者可以 正常进行日常活动，间接提升了 心理功能，同时也 降低了 复发率，
具有良好的治疗前景，适宜在临 床上 进行推广应用。
【关键词】：腰椎滑脱；腰部疼痛；保守治疗；曲马多缓释片

Posterior Pedicle Internal Fixation Interbody Fusion for Lumbar Spondylolisthesis
Qiongcai Zhang

Xi'an 630 Hospital Shaanxi Xi'an 710089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osterior pedicle internal fixation interbody fu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lumbar
spondylolisthesis. Methods: A total of 86 cases of lumbar spondylolisthesi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43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servative treatment,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posterior pedicle internal fixation
interbody fusion treatment. Quality of life, treatment efficiency, pain and recurrence rat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of lif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ffective rate
was 97.67%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6.74%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VAS scor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2.21±1.54)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3.25±1.42), and the recurrence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13.95%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s: In clinical applications for patients with lumbar spine fusion
between posterior vertebral pedicle internal fixation treatment has good therapeutic effect,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egree of pain,
allowing patients to normal daily activities, and indirectly promote the psychological function, but also reduce the recurrence rate, has
good prospects for treatment, suitable for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clinic.
Keywords: Lumbar spondylolisthesis; Lower back pain; Conservative treatment; Tramadol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随着时代 进步，人 们 逐渐关注自身的健康情况，腰椎
滑脱症作 为 比较常见的腰椎疾病，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在
发作 时患者会出现腰痛、下 肢疼痛、麻木等症状，严 重者
会出现大小便失禁，长久 以 往将会影响患者生活中 的日常
行为 ，使其不 能正常行走，也 不 能做家务活，甚至也 不 能
工作 ，对其心理上 也 会造成一 定影响。 通常好发年龄在
20 -50 岁，其中 男性要占据大部分。 近年来，医学行业 不
断进步，研究发现保守治疗腰椎滑脱症有着一 定的临 床疗
效，但是作 用非常有限。后路椎弓根内固定椎体间融合术
为 神经减压的脊柱提供时间，使得滑脱椎体达到理想的复
位效果，复位效果较好，并且 还可以 有效减少疼痛感，帮
助患者尽快恢复到日常生活当中 。 接下 来，本文将就保守
治疗与 后路椎弓根内固定椎体间融合术不 同的试验效果

做出对比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 般资料
选取20 20 年 1 月-20 21 年 12月收治腰椎滑脱患者86

例作 为 试验样本，每组为 43例。 对照组男性 24例，女性
19例，年龄 22-50 岁，平均年龄（36.0 0 ± 4.67）岁；试
验组男性25例，女性18例，年龄23-49岁，平均年龄（36.0 0
± 4.33）岁。

纳入标准：患者经过 CT、磁共振检查确诊为 腰椎滑
脱症。

排除标准：患者与 家属配合度不 符合试验标准。
本试验已通过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1.2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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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给予 保守治疗：佩戴保护腰部的支具，对腰
部进行防护以 免再次受到伤害。其次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
锻炼腰背肌促使滑脱部位归位，再结合腰部热疗。

试验组：给予 后路椎弓根内固定椎体间融合术治疗：
麻醉方法与 手术体位与 对照组一 致。利用影像学技术确定
峡部裂的具体部位，随后依据情况进行 L 5部分或全椎板
切除术，对狭窄的侧隐窝和神经根管进行扩大，使其减压，
复位椎体，将变性椎间盘组织清除，于 椎体后方植入髂骨
块，再次使用影像学技术确定复位情况，随后将其使用紧
固钉棒系统加压固定。

1.3观察指标
（1）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 I-74）对患

者生活质量做出评估，评估方面为 物质生活状态、躯体功
能、心理功能以 及社会功能。 满分为 40 0 分，当评估分值
越接近满分则代 表着患者生活质量越好，独立性越强，依
赖性越小。

（2）治疗有效率：显效：临 床症状完全消失。 有效：
临 床症状有所好转。 无效：临 床症状未改善，甚至有加重
趋势。 临 床症状包括腰部疼痛、麻木、无力。 （总有效例
数= 显效例数+有效例数）

（3）疼痛情况对比：依据 VA S量表让患者进行打分
评估当前疼痛情况，满分为 10 分，越接近满分说明疼痛
越轻。

（4）对比两 组患者的复发率。
1.4统计学方法
根据 SPSS28.0 进行数值调研，本研究中 采用计量资

料以 及计数资料（ ± s）、[n ，（%）]进行表示，为 证
实此次研究的统计学意义 ，分别进行 t以 及 X 2检验，以
差异P＜0 .0 5 为 存在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2.1 两 组生活质量对比
试验组评分更高，具有统计学差异（P＜0 .0 5）。

表 1 两 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 s，分）

组别 例数 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物质生活
状态

对照组 43
353.84±
2.65

355.45±
2.79

358.43±
2.78

357.57±
2.75

试验组 43
380 .47±
2.97

374.38±
2.85

372.94±
2.97

371 .54±
2.54

t - 43.871 31 .124 23.389 24.471

P -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2.2 两 组治疗有效率对比
试验组治疗有效率高于 对照组。在统计学上 具有差异

意义 （P＜0 .0 5）。

表 2
两 组治疗有效率对比[n ，（%）]

组
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率

对
照
组

43 21(48.83) 12(27.91 ) 1 0 (23.26) 33(76.74)

试
验
组

43 23(53.49) 19(44.18) 1(2.33) 42(97.67)

x2 - - - - 8.444

P - - - - 0 .0 0 4

2.3对比两 组疼痛情况对比
试验组疼痛改善情况高于 对照组。在统计学上 具有差

异意义 （P＜0 .0 5）。
表 3 对比两 组疼痛情况（ x ± s，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3 7.54± 1 .32 3.25± 1 .42

试验组 43 7.60 ± 1 .24 2.21± 0 .54

X 2 - 0 .217 4.489

P - 0 .829 ＜0 .0 0 1

2.4 两 组复发率对比
试验组更低，具有统计学意义 （P＜0 .0 5）。

表 4 两 组患者复发率比较[n ，（%）]

组别 例数 复发例数 复发率（%）

对照
组

43 6 13.95

试验
组

43 0 0 .0 0

x2 - - 6.450

P - - 0 .0 1 1

3 讨论

腰椎在我们 人 体中 可以 起到负重、缓冲、平衡调节以
及保护腰部内神经的作 用，在人 类日常生活中 非常关键。
腰椎滑脱是指由于 先天发育缺陷或各种外界因素（劳损、
外伤等）造成椎体部分滑脱或完全滑脱，患病后可能表现
为 腰部疼痛、间接性跛行等症状。主 要可分为 先天性滑脱、
退行性滑脱、峡部性滑脱以 及创伤后滑脱等多种，其中 先
天性滑脱是指患者由于 先天峡部发育异常，从 而导致病发。
峡部性滑脱是指因峡部异常从 而引发发病。创伤性滑脱是
由于 外界带来的急性损伤，导致腰椎部位发生异常导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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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1-3]。 退行性滑脱则主 要因为 腰椎间盘发生退行性病变，
这种腰椎滑脱在所有分型中 占比最大。发作 时部分患者会
感受到腰骶部钝痛，经常在劳累过后发作 ，经过休息后可
得到缓解，还有部分患者会出现双下 肢放射性疼痛以 及麻
木感，严 重还会影响正常行走，患者不 能如以 往一 般进行
日常活动，对其生理和心理造成了 双重伤害[4-6]。

最近几年内，人 们 对于 腰椎滑脱进行了 详细分析，但
是仍 然不 明白该疾病的发病机制。有研究学者认为 腰椎关
节突关节角度发生矢状方向改变是退行性腰椎滑脱的发
病因素之 一 ，它会导致椎骨前移阻力减少[7-8]。 另有研究
学者认为 关节突关节发生增生、变形对于 发生该疾病有着
一 定的影响，并且 与 年龄以 及生活环境有联系。将多方面
的观点进行集中 研究，可以 分析得出，腰椎滑脱的发生原
因不 仅 与 关节突关节异常有着一 定关系，同时也 与 患者的
生活习 惯，比如长时间保持一 个 固定姿势或经常从 事 重体
力劳动，还有年龄增长都有着相对的联系。 患者在发病时
通常都会表现为 骨头发生移位，由于 发生骨头移位，会导
致椎管受到一 定的影响，致使发生脊髓神经损伤。 临 床上
通常选用物理治疗或中 医治疗方法，这种保守治疗方法对
于 多数患者只能达到缓解作 用，治疗有效率无法达到理想
标准。后路椎弓根内固定椎体间融合术主 要是通过手术方
法，恢复患者腰骶部生物力学功能，降低神经根压力，达
到扩大椎管、稳定脊柱、消除疼痛的效果，并且 在植骨融
合前，对变形的椎间盘组织进行彻底清除，可以 有效降低
复发率，保障预后。

为 了 探究以 上 两 种治疗方法在实际中 的应用效果，本
文抽取我院收治的腰椎滑脱患者 86例，分别对其使用保
守治疗方法与 后路椎弓根内固定椎体间融合术，对比两 组
干预后的生活质量，对照组心理功能评分（355.45± 2.79）
分低于 试验组（374.38± 2.85）分，躯体功能（353.84±
2.65）分同样低于 试验组（380 .47± 2.97）分，社会功能
试验组（372.94± 2.97）分高于 对照组（358.43± 2.78）分，
对比物质生活状态，试验组更高。 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 .0 5）。 试验组的显效例数为 23，有效例数为 19，相较
于 对照组总有效率更高，97.67%高于 76.74%，将两 组疼
痛情况与 复发率进行对比，试验组评分低于 对照组（P＜
0 .0 5）。 由此可以 看出，应用路椎弓根内固定椎体间融合
术效果更好，不 仅 可以 达到治疗目的，还可以 减轻患者不
适感，避免再次复发，患者接受度高，效果显著。 本次研

究尚存在着一 些 不 足之 处，由于 病例数较少，研究时间不
够长，所以 研究还存在欠缺。 研究结果的验证，还需要在
未来加大样本数，并投入更多时间进行研究，不 断完善研
究的内容，才能让研究结论更加全面。希望以 后深入研究
后，为 临 床护理提供更多参考方案，提高更多妊娠期高血
压患者的安全性。

根据以 上 研究可知，在腰椎滑脱患者当中 采用后路椎
弓根内固定椎体间融合术治疗方法相较于 保守治疗方法
更具有临 床意义 ，有效缓解患者因病情而导致的腰痛，不
再因为 疼痛而彻夜难眠，并且 生活质量评分表明患者的各
项功能都得到了 提升，这种方法在腰椎滑脱疾病中 为 今 后
的治疗铺垫了 道路，适合在临 床上 进行大范围推行。

参考文献：

[1 ] 杨勇,贺学岗,王永刚,等.经皮全内镜下 改良腰椎
后路椎体间融合联合经椎旁肌间隙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
的临 床应用[J].西安交 通大学学报(医学版),20 22,43(0 1 ):75-
82.

[2] 黄浩炜.可扩张套管下 椎弓根内固定后路椎体间
融合术治疗脊柱骨折患者的临 床疗效观察[J].现代 医学与
健康研究电子杂志,20 21,5(16):89-91 .

[3] 宋国浩,张建乔 ,曾忠友.斜外侧腰椎椎体间融合治
疗腰椎退行性疾病的疗效及术后融合器沉降情况[J].临 床
骨科杂志,20 21,24(0 2):188-192.

[4] 冯俊飞,杨洋,何江涛.不 同椎间融合方式结合单侧
椎弓根钉固定治疗腰椎滑脱症的疗效比较[J].颈腰痛杂
志,20 21,42(0 2):160 -163.

[5] 高鑫,费燕强,蒋文超,等.改良经椎间孔腰椎椎体
间融合术联合单侧椎弓根螺钉内固定的中 长期疗效[J].江
苏医药,20 20 ,46(1 0 ):1 0 48-1 0 51 .

[6] 劳泽辉.Quadran t系统下 经椎间孔腰椎椎体间融
合术联合椎弓根内固定术治疗腰椎滑脱症的效果[J].临 床
医学研究与 实践,20 20 ,5(19):66-67.

[7] 王辉,冯金州,王富启,等.椎弓根内固定联合后外
侧融合术对峡部裂型腰椎滑脱症的疗效[J].河南医学研
究,20 20 ,29(16):2969-2971 .

[8] 高贵营,王伟,马超,等.微创与 开放经椎间孔腰椎
椎体间融合术治疗复发性腰椎滑脱症的疗效比较[J].临 床
骨科杂志,20 19,22(0 4):40 4-40 7.


	后路椎弓根内固定椎体间融合术治疗腰椎滑脱症
	张琼材
	西安630医院 陕西 西安 710089
	【摘  要】：目的：试验探究后路椎弓根内固定椎体间融合术治疗腰椎滑脱症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2020
	【关键词】：腰椎滑脱；腰部疼痛；保守治疗；曲马多缓释片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1.2方法
	1.3观察指标
	1.4统计学方法
	2 结果

	2.1两组生活质量对比
	2.2两组治疗有效率对比
	2.3对比两组疼痛情况对比
	2.4两组复发率对比
	3 讨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