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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成人腰稚间盘高度的放射学测量及其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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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为人工推间盘的设计提供形态学依据
。

方法 :对 56 例哈萨克族成人腰推(L) 间盘高度进行放射学测童
。

结果 :5 6 例哈萨

克族 L , 一 :

推间盘高度男女性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
.

05)
,

L」
一 ,

推间盘高度男
、

女性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

00 5 ~ 0
.

00 1);

哈萨克族与汉族腰推间盘高度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 .0 0 5)
。

结论 :哈萨克族腰推间盘高度均大于汉族
,

临床上 可通过时腰

椎间盘间高度的测量
,

为人工推间盘假体设计提供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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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间盘突出症属脊柱退行性疾病
,

是骨科的常见病
,

多发

病
,

手术治疗是主要的方法之一川 。

脊柱手术后
,

通常需重建脊

柱的生物力学
,

以防止手术引起的脊柱不稳定等并发症
。

而人

工腰椎间盘的研制和临床应用为广大腰椎间盘患者带来了福

音
。

人工腰椎间盘的设计要求其体积和形状尽量与原椎间盘相

同
。

假体的高度也应与原椎间隙完好匹配
,

才能更好地起到维

持脊柱地完整性和稳定性作用
。

这就要求依据不同种族
,

不同

民族
,

提供尽可能多地正常形态学依据
,

为人工椎间盘地设计

提供有意义地参考数值
,

为人工椎间盘地发展
,

临床应用起到

促进作用
。

木文测址了 56 例哈萨克族 L一 L S

椎间盘的厚度
,

旨

在为人工椎间盘的设计提供形态学基础
。

资料与方法

1
.

1 研究对象与测且方法

正常哈萨克族成人腰椎侧位片 56 例
,

男性 25 例
,

女性 31

例
,

年龄 19 ~ 45 岁
,

平均年龄 30
.

6 岁
。

取腰椎侧位片
,

脊柱长轴

与暗合长轴平行
,

与投照方向垂直
,

投照距离 IO0c m
。

采用文献

川l的测量方法
,

使用精密度 0. 02 m m 的电子游标卡尺在腰椎侧

位片上测量出腰椎间盘高度
。

1
.

2 统计学处理

对原始数据使用 SP LM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

通过两小

样本均数的 t检验分别求出腰椎间隙高度的均值
、

标准差井进

行性别以及族别间比较
。

表 1 5 6 例哈萨克族成人腰椎盘厚度的性别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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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6 例哈萨克族成人腰椎间盘厚度的测t 结果

56 例哈萨克族成人腰椎间盘厚度男
、

女性之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
.

00 5 ~ 0
.

00 1)
。

2. 2 哈萨克族与汉族腰椎间盘厚度的比较

56 例哈萨克族成人 L户 L ,

椎间盘厚度分别为(l 1
.

60 士2
.

川
、

(12
.

64士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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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10士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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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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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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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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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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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l‘l

报道的汉族 Ll ~ L ,

椎间盘厚度分别为(8. 60 士1
.

54)
、

(1 0. 36 士 1
.

71 )
、

(12
.

48 士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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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56士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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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6 0士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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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萨克族腰椎间盘

厚度均大于汉族(P
< 0

.

0 05 )o

3 讨论

从腰椎间盘测量数据分析
,

56 例哈萨克族腰椎间盘厚度

L一 :

男
、

女性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 5)
,

L卜 ,

男
、

女性之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 05 ~ 0. 0 01 )
,

故制定哈萨克族成人腰

椎间盘厚度测量参考值时要考虑每一腰椎之间的性别差异
。

经

两小样木均数的 t检验
,

发现哈萨克族与汉族腰椎间盘厚度之

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 0 05 )
,

这说明哈萨克族腰椎间盘厚

度均大于汉族
,

故行人工椎间盘置换时要考虑民族间的差异
。

人体椎间盘是由软骨盘
,

纤维核
,

髓核及纵韧带四个部分

构成
,

其对稳定脊柱
.

吸收振荡
.

传递载荷
,

分布应力以及对脊

柱的活动具有决定性作用151 ,

各种原因所致的椎间盘退变可使

推间盘的完整性受到破坏
。

近年来
,

随着脊柱生物力学的进展
,

人们开使把注意力投向人工椎间盘的研制
,

由于椎间盘的组成

材料的复杂性
,

除有部分似体161 应用于临床
,

其他假体大体上仍

处于理论及实验阶段
。

我国国内学者有采用自行研制的人工腰

椎间盘 17 .(S u n yat
一se n m em o rialho sP ital)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

取得了满意效果
。

据资料显示 151 .

至少有三种类型的病人需要作人工椎间盘

的置换术
:

椎间盘塌陷病人
,

原发性椎间盘病易发者和孤立性

椎间盘重吸收病人
。

据卢万发等学者报道101 ,

国人同一椎间盘上
,

下锥体软骨板

的厚度矢状面前
,

中
,

后三点左右侧无显著差异
.

同一椎间盘的

厚度前
,

中
,

后三点左右侧无显著差异
,

同一腰椎间盘的左右矢

状径左右侧无显著性差异
。

依据木文在哈萨克民族的椎间盘厚

度的测量
,

手术时可以根据病人的实际需要设计出匹配腰椎间

盘厚度的人工椎间盘假体
。

一般瑕体的厚度在 11
.

6 土 1
.

g m m 范

围设计
,

但哈萨克族人的椎间盘厚度一般略大于汉族人这就需

要在设计人工椎间盘时考虑到不同民族的要求
。

由于技术限制
,

人工椎间盘的开发较为缓慢
。

我国国内的

人工椎间盘发展和国际上相比
,

仍有差距
,

我们通过对哈萨克

民族的椎间盘进行测量
,

为人工椎间盘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数据
。

我国人口众多
,

民族众多
,

多方面参考各种国人椎间盘数

据
,

有利于设计出与我国人体匹配的椎间盘
。

毫无疑问
,

人工椎间盘置换术为临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及其他由于椎间盘退变所致的腰椎不稳提供了一个疗效好而

并发症少的新手术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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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母质开始以平均每年 5% 的速度发生溶解
。

皮质骨每年净

脱矿物质 0
.

13 % ~ 0
.

15%
。

绝经后每年丢失 2% ~ 3% 的皮质骨

以及 5% ~ 8% 的髓质骨(小梁骨)
。

绝经后 3 年~ 6 年骨丢失加

快
,

“ 岁以后丢失减慢
。

木实验结果表明
:

模型组血清 E Z低于

正常组
,

P < 0. 0 1
,

经骨松康治疗后
,

血清 EZ 明显高于模型组
,

P < 0. 01
,

说明骨松康有类雌激素的作用
。

女性绝经期后
,

由于

卵巢的功能衰退
,

雌激素的分泌量明显减少
,

对垂体的抑制作

用减弱
,

导致出现继发性下丘脑及垂体功能亢进及精神和植物

神经功能紊乱
.

致使糖脂代谢异常
,

食欲亢进而饥饿
,

进食较多

引起肥胖内。

绝经期妇女体重增长
,

增加了患高血压
、

高脂血症

及胰岛素抵抗等疾病的风险l6j 。

本实验结果显示
:

实验后模型组

体重与正常组相比明显增加
,

P < 0. 01
,

说明绝经后引起肥胖
.

经骨松康治疗后
.

体重与模型组相比明显降低
,

P <0 0 1
,

说明

骨松康有对抗绝经后肥胖的作用
。

综上所述
,

骨松康对 B M D 和体重的影响可能是通过提高

大鼠血清 EZ 水平实现的
,

但这还需要通过一些体外实验作进

一步的研究
,

为开发中药新药提供进一步的实验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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