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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韧带复合体逐级切除对损伤
胸腰椎稳定性的影响

李　 耀，　 沈中海，　 王向阳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骨科，温州３２５０２７）

摘要：目的　 研究后方韧带复合体逐级切除对损伤胸腰椎稳定性的影响，验证棘上韧带对维持损伤胸腰椎稳定的
作用。方法　 取８具健康新鲜人体Ｔ１１ ～ Ｌ３节段标本，于Ｌ１椎体中１ ／ ３行楔形切除，并在材料试验机上压缩至闭
合以制备Ｌ１椎体骨折。对Ｔ１２ ～ Ｌ１处后方韧带复合体按照关节囊、棘间韧带、棘上韧带、黄韧带的顺序进行逐级
切除，依次连续测量Ｔ１２ ～ Ｌ１节段前屈、后伸、侧弯、旋转运动时的运动范围（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ｍｏｔｉｏｎ，ＲＯＭ）及中性区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ｚｏｎｅ，ＮＺ）变化。结果　 在前屈和后伸运动中，椎体切除及棘上韧带断裂后，ＲＯＭ及ＮＺ显著增加。在侧
弯运动中，椎体切除和关节囊破坏后，ＲＯＭ显著增加。在旋转活动中，椎体切除及关节囊破坏导致ＲＯＭ增加，ＮＺ
无显著增加。结论　 棘上韧带断裂后，Ｔ１２ ～ Ｌ１节段稳定性发生显著下降，尤其在前屈运动中。棘上韧带是维持胸
腰椎节段稳定性的关键韧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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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方韧带复合体（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ｌｉｇａｍｅｎｔｏｕ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ＬＣ）是脊柱后柱的重要部分，由棘上韧带
（ｓｕｐｒａｓｐｉｎｏｕｓ ｌｉｇａｍｅｎｔ，ＳＳＬ）、棘间韧带（ｉｎｔｅｒｓｐｉｎｏｕｓ
ｌｉｇａｍｅｎｔ，ＩＳＬ）、关节囊韧带（ｆａｃｅｔ ｃａｐｓｕｌａｒ ｌｉｇａｍｅｎｔ，
ＦＣＬ）和黄韧带（ｌｉｇａｍｅｎｔｕｍ ｆｌａｖｕｍ，ＬＦ）组成，广义
的ＰＬＣ还包括胸腰背筋膜。胸腰椎为脊柱应力集
中处，是损伤的常见部位，临床中胸腰椎骨折往往伴
随ＰＬＣ损伤，进一步会形成脊柱的后凸和生物力学
的不稳［１４］。胸腰椎的稳定性与脊柱后柱的完整性
密切相关，脊柱后柱结构对限制脊柱屈曲和防止后
凸畸形意义重大。Ｖａｃｃａｒｏ等［５］提出胸腰椎损伤程
度评分系统，将ＰＬＣ的完整性作为评估胸腰椎损伤
严重程度及选择治疗方式的重要依据。

既往关于ＰＬＣ与胸腰椎稳定性之间关系的生
物力学研究，针对ＰＬＣ逐级切除的顺序基本较为简
单，由外至内按照棘上韧带、棘间韧带、关节囊韧带、
黄韧带的顺序进行［６８］。Ｐｉｚｏｎｅｓ等［９１０］研究发现，
ＰＬＣ在损伤过程中，随着暴力的增加，其损伤的顺序
为关节囊韧带、棘间韧带、棘上韧带、黄韧带。同时，
棘上韧带是维持脊柱稳定的关键韧带，但目前有关
这样的切除顺序鲜有文献报道；并且既往力学研究
的脊柱模型为完整稳定的椎体，没有建立椎体骨折
模型，而临床中韧带损伤往往存在胸腰椎椎体的损
伤。在分析总结上述研究的优缺点后，本课题组通
过制备椎体损伤模型，按照ＰＬＣ的损伤顺序进行逐
级切除，研究ＰＬＣ逐级切除对损伤胸腰椎稳定性的
影响，验证棘上韧带是否为ＰＬＣ的关键韧带。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标本准备

取人体新鲜尸体标本Ｔ１１ ～ Ｌ３脊柱节段８具
（年龄：２０ ～ ５８ ａ），所有标本均拍摄正位片以确认无
畸形、损伤、骨质疏松等病变，并于双层塑料袋密封，
置于－ ２０ ℃保存。实验时将标本置于适当湿度、常
温中自然解冻８ ～ １２ ｈ，小心剔除肌肉组织，同时去
除脊髓，保留椎体、椎间盘、韧带、关节囊结构。为保
持脊柱的湿润，在实验中每隔２０ ｍｉｎ向脊柱喷洒生
理盐水，以免自我分解等原因影响脊柱的生物力学
特性。
１． ２　 胸腰椎损伤模型制备

在标本Ｌ１椎体前柱利用钢锯及２ ｍｍ钻头进
行椎体楔形切除，斜行切除Ｌ１椎体前柱，高度为椎
体中１ ／ ３，深度抵达椎体前后径的２ ／ ３，行预损伤处
理。后将标本固定于ＭＴＳ ８５８材料机（ＭＴＳ公司，
美国）上进行前屈压缩，加载力为５０ ～ ４００ Ｎ，压缩
速率为２５ ｍｍ ／ ｍｉｎ，使椎体在预损伤后闭合，制备骨
折模型［见图１（ａ）］。
１． ３　 ＰＬＣ逐级切除

按照双侧关节囊韧带断裂、双侧关节囊韧带加
棘间韧带断裂、双侧关节囊韧带加棘间韧带断裂及
棘上韧带断裂、ＰＬＣ结构完全断裂，即双侧关节囊、
棘间韧带、棘上韧带、黄韧带的顺序逐级切除ＰＬＣ
［见图１（ｂ）～（ｅ）］。

（ａ）椎体骨折模型 （ｂ）ＦＣＬ切除 （ｃ）ＩＳＬ切除 （ｄ）ＳＳＬ切除 （ｅ）ＬＦ切除
ＦＣＬ －关节囊韧带，ＩＳＬ －棘间韧带，ＳＳＬ －棘上韧带，ＬＦ －黄韧带
图１　 ＰＬＣ逐级切除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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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ＳＬ，（ｄ）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ＳＬ，（ｅ）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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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三维运动测试
测试前将供脊柱三维运动测试系统（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ａｐｔｏｒ４，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公司，美国）识辨
的标记块固定于测试节段椎体，使标记块随椎体运
动。标记块为一圆形荧光球，每一脊柱节段由４个
荧光球确定一个节段运动平面。将标本连接在由南
方医科大学解剖生物力学实验室设计制造的脊柱三
维运动试验机的加载盘和试验台上，对标本施加各
种模拟加载，使脊柱节段产生前屈、后伸、左／右侧
弯、左／右轴向旋转纯力矩，并相应作上述运动。最
大载荷采用６ Ｎ·ｍ，施加于标本的每一种力矩都进
行３次加载／卸载循环，以将标本的黏弹性影响消除
到最小。每次加载／卸载后停留约３０ ｓ，以允许标本
蠕变运动。在不同损伤程度的模型中，于第３次加

载时，由脊柱三维运动测试系统对标本Ｔ１２ ～ Ｌ１节
段在零载荷和最大载荷时的运动进行表面扫描处
理，采用Ｃｏｒｔｅｘ处理软件对激光三维扫描图像进行
重建处理，得到三维空间角位移变化。将上述步骤
用软件编程，自动计算腰椎节段间运动范围（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ｍｏｔｉｏｎ，ＲＯＭ）及中性区（ｎｅｕｔｒａｌ ｚｏｎｅ，ＮＺ）。
１． ５　 统计学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 １６． 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不同损伤
程度之间的统计学分析使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组内之间的比较使用ＳＮＫｔ检验，Ｐ ＜ ０． ０５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脊柱Ｔ１２ ～ Ｌ１节段ＲＯＭ和ＮＺ的结果见表１。

表１　 不同运动工况下脊柱Ｔ１２ ～ Ｌ１的ＲＯＭ及ＮＺ变化（ｎ ＝８，ｘ ± ｓｄ）
Ｔａｂ． １　 ＲＯＭ ａｎｄ ＮＺ ｏｆ ｔｈｅ Ｔ１２Ｌ１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损伤程度
ＲＯＭ ／（°） ＮＺ ／（°）

前屈 后伸 侧弯 旋转 屈伸 侧弯 旋转
完整 ２． ４８ ± ０． ５６ １． ６０ ± ０． ４７ １． ７９ ± ０． ３４ １． １３ ± ０． ２０ ０． ８０ ± ０． ２１ ０． ７４ ± ０． １６ ０． ５９ ± ０． １２

骨折模型 ５． ５１ ± １． ７３ ３． ９２ ± １． ５２ ３． ６３ ± ０． ３７ ２． ２９ ± ０． ２８ ２． １０ ± ０． ４１ ０． ９４ ± ０． １４ ０． ６９ ± ０． １７

关节囊切除 ５． ６０ ± １． ７９ ３． ９９ ± １． １７ ４． ５４ ± １． ５０ ３． ３１ ± １． １９ ２． １８ ± ０． ４３ １． ０８ ± ０． ２０ ０． ７９ ± ０． ３２

棘间韧带切除 ６． ０１ ± １． ８５ ４． ５４ ± １． ０５ ４． ５６ ± １． ４６ ３． ４７ ± １． ２１ ２． ３３ ± ０． ３６ １． １３ ± ０． ２０ ０． ８２ ± ０． ２１

棘上韧带切除 ９． ７９ ± ２． ９０ ５． ９１ ± １． ８８ ４． ８１ ± １． ３８ ３． ５２ ± １． １９ ４． ２１ ± １． ３４ １． ４３ ± ０． ２０ ０． ８６ ± ０． ２３

黄韧带切除 １０． ３８ ± ２． ６５ ６． ２３ ± ２． ０４ ５． ２６ ± １． ５０ ３． ５６ ± １． ２７ ４． ３２ ± １． ３０ １． ６９ ± ０． ２７ ０． ９３ ± ０． ２４

　 　 （１）前屈运动：椎体切除后，ＲＯＭ由２． ４８°增加
为５． ５１°（Ｐ ＜ ０． ０１）；切除关节囊、棘间韧带后，ＲＯＭ
没有显著变化（Ｐ ＞ ０． ０５）；切除棘上韧带后，ＲＯＭ
由６． ０１°上升至９． ７９°，变化显著（Ｐ ＜ ０． ０１）；切除
黄韧带后，ＲＯＭ由９． ７９°增加至１０． ３８°（Ｐ ＜ ０． ０５）。

（２）后伸运动：椎体切除后，ＲＯＭ由１． ６０°上升
至３． ９２°（Ｐ ＜ ０． ０１）；切除关节囊及棘间韧带后，
ＲＯＭ没有显著变化；切除棘上韧带及黄韧带后，
ＲＯＭ存在差异性改变。

（３）屈伸ＮＺ：椎体切除后，ＮＺ由０． ８０°增加为
２． １０°（Ｐ ＜ ０． ０１）；切除棘上韧带后，ＮＺ由２． ３３°上
升至４． ２１°（Ｐ ＜ ０． ０１）；切除黄韧带后，ＮＺ由４． ２１°
上升至４． ３２°（Ｐ ＜ ０． ０５）。在切除关节囊和棘间韧
带后，ＮＺ无显著增加。

（４）侧弯运动：椎体和关节囊切除后，侧弯ＲＯＭ
发生差异性改变，分别上升至３． ６３°（Ｐ ＜ ０． ０１）和

４． ５４°（Ｐ ＜ ０． ０５）。切除棘间韧带、棘上韧带及黄韧
带，ＲＯＭ未发生显著改变。ＮＺ变化范围较小，但切
除椎体和黄韧带后ＮＺ存在统计学差异。

（５）旋转运动：椎体关节囊切除后，旋转ＲＯＭ
分别上升至２． ２９°（Ｐ ＜ ０． ０１）及３． ３１°（Ｐ ＜ ０． ０１）。
切除棘间韧带、棘上韧带和黄韧带损后，ＲＯＭ无显
著增加。ＮＺ变化范围较小，未见明显的统计学差
异。
３　 讨论

作为稳定的胸椎与相对ＲＯＭ较大的腰椎连接
部，胸腰椎节段是脊柱的应力集中处。临床中大多
数脊柱骨折发生在胸腰段，往往存在ＰＬＣ的损伤，
并进一步造成脊柱的前凸畸形与不稳。临床中对于
损伤程度的评估及治疗方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损伤
节段的稳定性，目前已有较多的损伤分级评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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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多数着重于椎体骨性成分。针对ＰＬＣ的研究日
益受到学者关注，近期提出的胸腰段脊柱脊髓损伤
评分系统（ｔｈｏｒａｃｏｌｕｍｂａｒ ｉｎｊｕｒ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ＴＬＩＣＳ）更是将ＰＬＣ的完整性作为评
估脊柱稳定的重要依据。

有关ＰＬＣ逐级切除对脊柱稳定性影响的生物
力学研究，通常简单切除后方结构，而未建立骨折模
型。建立胸腰椎骨折模型方法较多，主要有自由落
体撞击、力学材料机压缩和椎体切除截骨等技
术［１１１３］。落体撞击可重复性差，易产生不同部位及
不同类型的骨折；单纯椎体切除虽然具有较好的可
重复性，操作简单，损伤较一致，且操作时间较短，减
少了组织变性，但不能较好符合临床中骨折的真实
性；而通过钻孔对椎体进行预创伤，并在力学材料机
上进行屈曲至压缩闭合的方法则相对接近临床损
伤，且能够控制损伤的部位及程度，有一定的可重复
性。本实验参考Ｗａｎｇ等［１４］的Ｖ形椎体切除截骨
术，对标本进行屈曲压缩至闭合，通过对完整标本和
损伤标本进行各个方向的加载运动发现，其ＲＯＭ
及ＮＺ均发生了显著的上升。

在之前ＰＬＣ逐级切除的力学实验中，较多采取
从外至内，即棘上韧带、棘间韧带、关节囊、黄韧带的
切除顺序。Ｗｉｌｋｅ等［１５］切除双侧关节囊、棘间韧带、
棘上韧带后，侧弯和旋转运动ＲＯＭ较ＰＬＣ完整组
分别上升１８％和８％。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等［９］由外至内逐级
切除ＰＬＣ，结果发现棘上韧带棘间韧带复合体切除
后，椎体节段屈曲ＲＯＭ较ＰＬＣ完整组上升３６％。
Ｈｅｕｅｒ等［８］通过切除ＰＬＣ、后纵韧带后，Ｌ４ ～ ５节段
后凸角及ＲＯＭ发生显著的增加。Ｐｉｚｏｎｅｓ等［９１０］研
究表明，ＰＬＣ在损伤过程中，随着暴力的增加，其损
伤的顺序为关节囊、棘间韧带、棘上韧带、黄韧带，棘
间韧带断裂与否决定了ＰＬＣ机能完整与否，是维持
脊柱节段稳定的关键韧带。

虽然本实验为体外生物力学研究，但通过建立
前中柱的骨折损伤模型，依次按照ＰＬＣ损伤顺序进
行切除，在逐级切除关节囊及棘间韧带后，在前屈及
后伸运动中ＲＯＭ及ＮＺ没有明显增加；切除棘上韧
带后，ＲＯＭ及ＮＺ发生增加，Ｔ１２ ～ Ｌ１节段稳定性显
著下降。而在侧弯及旋转运动中，ＰＬＣ的逐级切除
对其ＲＯＭ及ＮＺ没有显著影响。尤其在前屈运动

中，棘上韧带的切断导致脊柱节段ＲＯＭ及ＮＺ显著
增加，稳定性明显下降。

本文探讨了ＰＬＣ对损伤胸腰椎节段稳定性的
影响。在切断棘上韧带后，Ｔ１２ ～ Ｌ１节段稳定性发
生了显著改变，棘上韧带是维持胸腰椎节段稳定性
的关键韧带。棘上韧带断裂后，ＰＬＣ的张力带机能
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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