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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不愈合 。 这与 Ｌｅ ｇｒａｎｄＥ
［ ５ ］

认为骨小梁是椎体缺血性坏死的独立因素相
一

致 。

骨密度作为评价骨质疏松症的
一

个重要指标 ， 骨密度值与骨质疏松程度有关 。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上黑色线性信号

可 以预测骨折预后 ， 当骨密度较低时 ， 骨质疏松严重 ， 骨小梁也破坏严重 ， 黑色线性信号出现的机率也越大 ，

这类骨折的保守治疗常常没有什么疗效 ， 因此我们提出在早期初步诊断中 ， 对于骨密度腰椎 ＣＴＱ＜ ３ ０ｍｇ／Ｃｍ
３

的患者 ， 应权衡是否该选择保守治疗 ， 给出
一

个较为适合的治疗方案选择的建议 。

参考文献 ：

［
１
］

．Ｈ ｉｒｏｔｓｕｇｕ Ｏｍｉ
，
Ｔｏｒｎ ＹｏｋｏｙａｍａＡｔｓｕｓｈｉ Ｏｎｏ ．Ｃａｎ ＭＲＩ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ｐｓｅｕｄａｒｔｈｒｏｓ 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ｔｉｃ ｔｈｏｒａｃｏ 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Ｅｕｒ Ｓｐ ｉｎｅ Ｊ
（
２０ １ ４

）
２３ ：２７０５

—２７ １ ０ ．

［
２

］
．张嘉磊 ，李健 ，

贾惊宇 ，等 ．Ｋｕｍｍｅ ｌｌ 病的研宄进展 ［
Ｊ
］

？中 国矫形外科杂志 ．２０ １ ５
，
２３

（
９
）

： ８ １ ６－

８ １ ９ ．

［
３

］
．李洪江 ，沈平 ，

秦步平 ．椎体缺血性压缩骨折的 Ｘ 线 、 ＣＴ 诊断 ［
Ｊ
］

．医学影像学杂志 ．２００５
，
１ ５

（
１ １

）
：９８５

－９８７

［
４

］
．ＢａｂａＨ

，
ＭａｅｚａｗａＹ

，
ＫａｍｉｔａｎｉＫ

，
ｅｔａ ｌ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ｔｉｃ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ｃｏ ｌｌａｐｓｅｗｉｔｉｈ ｉｌａｔｅｃｎｅｕｒ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ａｒａｐ
ｌｅｇｉａ

，
１ ９９５

，
３ ３ ：２８ １

－２ ８９ ．

［
５

］
．ＬｅｇｒａｎｄＥ ，

ＣｈａｐｐａｒｄＤ ，
ＰａｓｃａｒｅｔｔｉＣ

，
ｅｔａｌ ．Ｔｒａｂｅｃｕｌａｒ ｂｏｎｅ ｍｉｃｒｏ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９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 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ｍａｌｅｏ 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 ｉｓ
［
Ｊ
］

．Ｊ ＢｏｎｅＭ ｉｎｅｒ Ｒｅｓ
，
２０００

，
１ ５

（
１
）

： １ ３
－

１ ９ ．

外力程度与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 ＭＲＩＳＴＩＲ 黑色线性信号表现的研宄
钟远鸣

“

罗满
２

唐成
２

（ １ ．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
一

附属医院 ； 广西 ， 南宁 ，
５３０００ １

；

２ ． 广西中医药大学 ， 广西 ， 南宁 ， ５３０００ １
；

摘要 ： 目 的 ： 探讨外力作用程度与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 ＭＲ Ｉ ＳＨＲ 黑色线性信号的之间 的相关性 。 方法 ：

回顾分析 ２０ １ ３ 年 ９ 月至 ２０ １ ６ 年 ９ 月 ， 在我院脊柱外科住院 ， 明确诊断为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的病人 。 根

据不同的外伤史分无明显外力作用组 （无明显诱因 、 无外力作用等 ） 、 低能量外力作用组 （扭伤 、 弯腰提重物 、

扛重物等 ） 、 高能量外力作用组 （平路摔倒臀部着地 、 跌倒 、 撞伤等 ） ， 统计各组间性别 、 年龄 、 骨折部位 （胸

腰段和非胸腰段 ） 、 ＭＲ ＩＳＴ Ｉ Ｒ 黑色线性信号椎体例数及所在的部位 （胸腰段和非胸腰段 ） 。 三组之间年龄属于

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 ， 性别 、 骨折部位 、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黑色线性信号椎体数量及所在部位属于计数资料 ， 用

Ｐｅａｒ ｓｏｎｘ

２

检验 。 结果 ： 共纳入的三组病例 ７８２ 例 ， 无明显外力作用组 ３ ３４ 例 ， 其中椎体内黑色线性信号 １ １４

例例 ； 低能量外力作用组 １ ８６ 例 ， 其中椎体内黑色线性信号有 １ ２４ 例 ， 高能量外力作用组 ２６２ 例 ， 其中椎体

内线黑色线性信号 ８ ７ 例 。 三组间年龄 、 性别 、 骨折部位 、 ＭＲ ＩＳＨＲ 黑色线性信号所在椎体部位无统计学意

义 （ Ｐ＞ ０ ．０５ ） 。 三组间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黑色线性信号 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 Ｐ＜ ０ ．０ ５ ） ， 分割 Ｐ 值 ， 降低检验水准 （ ａ

＇

＝
０ ． ０ ５／３

＝
０ ． ０ １ ７ ） 。 低能量外力作用组分别与无明显外力作用做 、 髙能量外力作用组比较 ， 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 ０ １ ７ ）
； 无明显外力作用组与髙能量外力作用组比较 ， 无统计学意义 （ Ｐ＞ ０ ．０ １ ７ ） ， 并且低能量外力作用组

中 ＭＲＩＳＴ Ｉ Ｒ 黑色线性信号出现率为 ６６ ．６ ７％明显大于其他两组的 ４３ ．１ １％和 ３３ ． ２ １％ 。 结论 ： 在外伤史中 ， 低能

量外力作用相对于无明显外力作用和高能量外力作用 的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更容易导致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黑色线性

信号的 出现 ， 并且多见于胸腰段椎体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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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ｏｔｈｅｒ ４３ ． １ １％ａｎｄ３ ３ ． １ ２％．Ｃｏｎｃ ｌｕｓ ｉｏｎ ： Ｉ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ｕｍａ

，
１
－

ｏｗ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ｏｒｃｅｈａｖｅｍｏｒ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ｏｃｃｕｒａｌ ｉｎｅ －

ａｒｂ ｌａｃｋｓ ｉｇｎａｌａｒｅａｏｆＳＴＩＲｉｍａｇｅ ｉｎＭＲＩｔｈａｎｎｏｏｂｖｉｏｕｓｅｘｔｅ
－ｍａｌ

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ｔｈｅｙｏｆｔｅｎｏｃｃｕｒｉｎｔｈｏｒａｃ ｉｃａｎｄｌｕｍｂａｒ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 ｉｓ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 ｓｓ ｉｏｎ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ｓ ： ｏ ｓ ｔｅｏｐｏｒｏ ｓ ｉ ｓ
，
ｔｈｏ ｒａｃｏ ｌｕｍｂ ａｒｃｏｍ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ｆｒａｃ ｔｕｒｅ

，
ｖｅｒ －

ｔｅｂ ｒａ ｌｌ ｉｎｅａｒｂ ｌａｃｋｓ ｉｇｎａ ｌ ｓｏ ｆＭＲ Ｉ

ＳＴ ＩＲ
，
ｅｘｔ ｅｒａａ ｌｆｏｒｃ ｅ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 骨质疏松症的患者越来越多 ， 椎体压缩性骨折是其严重的并发症之
一

， 给老年

人带来了 巨大的痛苦 。 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 （ ｏ ｓ ｔ ｅｏｐｏｒｏ ｔ ｉ ｃｖｅｒｔ ｅｂｒａ ｌｃ ｏｍ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ｆｒａｃ ｔｕｒｅ ｓ
，０ＶＣＦＳ ）

是老年患者的
一

种常见疾病 ， 主要是 由于随着年龄的增大 ， 骨骼的生理机能减退 ， 骨密度降低及骨量的减少 ，

在外力或者无外力的作用下 ， 会引 起椎体的骨折 ， 常常多见于胸腰椎的压缩性骨折 ， 最终无法恢复的长期慢

性腰痛 ， 造成疼痛
一

功能障碍一死亡的恶性循环 ， 骨质疏松性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早期的诊断主要靠临床症状

和体征及影像学表现 ， 目前在 Ｘ 线 、 ＣＴ 、 ＭＲ Ｉ 等影像中 ， 对椎体骨折诊断最有意义的是核磁共振成像 （ ＭＲ Ｉ ） ，

而椎体内 的黑色线性信号是胸腰椎体骨折在 ＭＲ ＩＳＴＩＲ（压脂像 ） 影像上出现的
一

种特殊的信号 ， 这种信号的

形成往往提示着保守治疗导致骨折的不愈合 ， 其形成的原因与外力程度有无 、 大小是否有关系 ？ 本研宄就外

力程度与骨质疏松胸腰椎骨折伴影像学上 ＭＲ ＩＳＴ Ｉ Ｒ 黑色线性信号表现的关系进行临床研究 ， 进一步对骨质疏

松性胸腰椎骨折 ＭＲ ＩＳＴ Ｉ Ｒ 椎体内黑色线性信号表现的 了解 ， 其是否与外力 的作用程度有关性 ， 为今后对该病

的诊断和治疗疗方面提供参考 。

本课题研宄的病例都来源于我院脊柱外科住院病人 ， 收集时间为 ２０ １ ３ 年 ０９ 月 ０ １ 日至 ２ ０ １ ６ 年 ０９ 月 ０ １

曰 ， 根据临床表现和相关影像学及 ＱＣＴ 检查 ， 能明确诊断为新鲜的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的病例 ， 且查阅住

院患者的病例书写规范 、 影像学资料集全 （ ＭＲ Ｉ 图像清晰 ， 有骨密度测定值 ） 。

１ ． ２ 诊断

１ ． ２ ． １ 骨质疏松症的诊断标准
ｗ

骨质疏松症 （ ｏ ｓ ｔ ｅｏｐｏｒｏ ｓ ｉ ｓ ， ０Ｐ ） 是
一

种 以骨量低下 ， 从而引起骨的微小结构损坏 ， 导致骨的脆性增加 ，

容易发生骨折的全身性骨病 。 骨质疏松症的临床表现 ： 以脊柱短缩或畸形 、 腰背部疼痛和发生脆性骨折为典

型 的临床表现 。 ＱＣＴ 采用 Ｉ ＳＣＤ２ ０ ０ ７ 年所推荐的诊断标准＇ 将骨密度在 ８ ０ ｍｇ／ｃｍ
３
－

１ ２０ｍｇ／ｃｍ
３

之间 （ 相当于双

能 Ｘ 线骨密度 Ｔ 值范围为－

１＞Ｔ＞
－

２ ．５ ） 定为骨量减低 ， 将骨密度＜ ８ ０ｍｇ／ｃｍ
３

（相当于双能 Ｘ 线骨密度 Ｔ

值彡－

２ ．５ ） 定为骨质疏松 ， 骨密度值＞ １ ２ ０ｍｇ／ｃｍ
５

为正常骨量 。 经过测定 了解骨密度降低程度 ， 从数值上看

符合骨质疏松诊断标准 ， 由骨质疏松而 引起的临床
一

系列症状 ， 可诊断为骨质疏松症 。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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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２ 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的诊断标准

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是骨质疏松性脊柱骨折的
一

种 ， 骨折的部位在胸腰椎体 ， 其的诊断标准 ： 经骨密

度测量 ， 存在脊柱骨质疏松 ， 排除椎体畸形情况 ， 以下 ３ 项标准中有 １ 项可诊断为骨质疏松性脊柱骨折 。 ａ ．Ｘ

线片或 ＣＴ 成像观察到骨折线或骨折块 ；
ｂ ． 单纯压缩骨折时 ， 观察该处影像 Ｘ 线侧位片 ， 测量到椎体高度下降

大于 ２ ５％ ， 即能达到 Ｇｅｎａｎｔ 半定量法 Ｉ 级 （ ２６％

￣

４０％） 的下限
［ ３ ］

 ；ｃ ． 单纯的椎体压缩性骨折 ， 通过侧位片测

量骨折椎体高度下降＜ ２ ５％ ， 但 ＭＲ Ｉ 成像上发现骨折椎体 内有骨髓水肿信号表现 ， 骨小梁微小骨折现象 。 但是

要确定是否为新鲜的骨质疏松脊柱骨折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中的
一

个 ： １ ． 既往有骨质疏松性脊柱骨折病史 ，

并且临床有椎体骨折的症状 ， 发生骨折的时间在 ６ 周 内 ；
２ ． 确定骨质疏松性脊椎体骨折存在 ， 且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相 ，

呈高信号显示 ， 提示骨髓水肿存在
［ ４ ］

， 或在相应位置的脊柱骨扫描显示热区 。

病史 ： 有
一

定的外伤作用或者无外伤作用 引起的腰背部疼痛 ， 病程
一

般不超过 ６ 周 。 临床表现为 ： 症状 ：

腰背部疼痛 ， 活动受限 ； 体征 ： 脊柱后凸畸形 ， 身长短缩 ， 腰背部椎体棘突扣压痛等 ￥

辅助检查 ： Ｘ 线 ： 常规现为病变椎体变形 ， 包括椎体终板的凹陷 ， 骨皮质边缘不齐 ， 病变椎体楔形变形

和椎体压缩变扁 。 ＣＴ ： 断层图像 ， 可 以从多平面重建图像 ， 充分显示椎体的冠状面情况 ， 显示椎体变形 ， 判

断是否有骨折或者肿瘤 ， 比 Ｘ 线平片敏感 ， 同时 ， ＣＴ 显示的数据用来测定骨密度 （ＱＣＴ ） ， 并确定骨质疏松的

程度 ；
ＭＲ Ｉ ： 可以显示椎体有无骨髓水肿 ， 对诊断椎体骨折及区分是否为新鲜的椎体骨折有很大帮助 ， 若 ＭＲ Ｉ

检査发现椎体压缩、 塌陷 、 变形 ， 但骨髓为脂肪信号 ， 但在 ＳＴ ＩＲ 像上没有水肿 ， 可 以判定为陈 旧性椎体骨折 ；

如果在 ＳＴ ＩＲ 像上椎体表现为髙信号时 ， 可判定为新鲜的椎体骨折 。 椎体骨髓水肿的吸收消退需要数月或者更

长的时间 。 ＭＲＩ 在 ＳＴ Ｉ Ｒ 像上也可显示出椎体内黑色线性信号 ， 或者真空裂隙征 ， 这两种信号征提示着椎体内

骨组织的缺血坏死 。 ＭＲ Ｉ 对骨折后椎体内 的显像判定椎体内 的性质有
一

定的意义 ， 而且能 了解骨折椎体与周

围软组织的情况 ， 检査还有助于鉴别骨质疏松性骨折与病理性骨折 。

１ ． ２ ．３ 脊柱胸腰段定义
［ ５ ］

脊柱胸腰段是指脊柱胸 １ １ 椎体到腰 ２ 椎体的位置 （ Ｔ １ １
－

Ｌ２ ） ， 胸腰段是胸椎和腰椎的连接处 ， 是脊柱活

动度的转换区域 ， 相 比脊柱其他节段更容易受到损伤 ， 大约有 ５０％的椎体骨折发生在此处 。 骨质疏松脊柱压

缩性骨折 以胸腰段椎体多见 。

１ ． ３ 纳入标准

（ １ ） 根据病史 、 症状 、 体征、 影像学及 ＱＣＴ 确诊为骨质疏松胸腰椎骨折病例 ；
（ ２ ） 都接受 ＭＲ Ｉ 检查的病

例 ， 且 ＭＲＩＳＴ ＩＲ 图像清晰 ；
（ ３ ） 神智清楚 ， 明确 自 己是否有外伤史的病例 。 （ ４ ） 病例 中病史书写规范 ， 详细

提到是否有外伤史 ， 及具体明确为哪种外伤或者没有外伤。

１ ． ４ 排除标准

（ １ ） 通过 ＳＡＳ 、 ＳＤＳ 评分 ， 有焦虑抑郁倾向不配合 ＭＲ Ｉ 检查 ， 或者体内有金属物质不适合做 ＭＲ Ｉ 的病例 ；

（ ２ ） 有椎体结核 、 肿瘤 、 化脓性感染的病例 ； （ ３ ） 精神 、 神志异常 ， 不能明确是否有外伤史的病例 。 （ ４ ） 未

行腰椎 ＣＴＱ 检查的病例 。

２ ． 临床基本资料

２ ＿１
—

般资料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我院脊柱外科从 ２０ １ ３ 年 ９ 月 至 ２０ １ ６ 年 ９ 月 的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的病例 ， 而且病

例 中都有影像学腰椎或者胸椎的 ＭＲ Ｉ ， 以及腰椎 ＱＣＴ 检查 ， 并且骨密度测定为骨质疏松 （骨密度值在 ８０ｍｇ／Ｃｍ
３

） ，

排除患有椎体结核 、 肿瘤 、 化脓性感染的病例 。 总共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例 ７８２ 例 ， 按病史中现病史提到的不

同外伤史 ， 可分为三组
［ ６ ］

， 即无明显外力作用组、 低能量外力作用组 、 高能量外力作用组 ， 分别标为 Ａ 、 Ｂ 、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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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组 。 Ａ 组 ： 现病史中有提到
“

无明显诱因 ＇
“

无外力作用
”

等没有明显外伤史情况下引起的骨质疏松性胸腰

椎骨折 ；
Ｂ 组 ： 现病史中提到

“

扭伤
”

、

“

弯腰提重物
”

、

“

扛重物
”

等低能量外力作用下出现的 以腰背疼痛为

临床症状的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 ；
Ｃ 组 ： 病史中提到

“

平路摔倒臀部着地
”

、

“

跌倒
”

、

“

撞伤
”

等情况下引

起的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 。 记录这三组病例的年龄、 性别 、 骨折部位、 影像学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黑色线性信号的例

数以及骨折椎体的部位 （分为胸腰段 （ Ｔ １ １
－

Ｌ２ ） 和非胸腰段 ， 当骨折椎体胸腰段和非胸腰段同时出现时 ， 归

为胸腰段组 。 ） 》 Ａ 组 ： 共 ３３４ 例 ， 其中影像学 ＭＲ Ｉ 中的 ＳＴ ＩＲ 像病椎中有黑色线性信号病例 １ １ ４ 例 （男 ３６ 例 ，

女 ７８ 例 ； 胸腰段椎体 ８ １ 例 ， 非胸腰段椎体 ３ ３ 例 ） ， 影像学 ＭＲ Ｉ 中 的 ＳＴ ＩＲ 像中病椎中无黑色线性信号病例

２２ ０ 例 （ 男 ５３ 例 ， 女 １ ６ ７ 例 ； 胸腰段椎体 １ ７２ 例 ， 非胸腰段椎体 ４８ 例 ） ；
Ｂ 组 ： 共 １ ８６ 例 ， 其中影像学 ＭＲ Ｉ

中 的 ＳＴ ＩＲ 像中病椎有黑色线性信号病例 １ ２４ 例 （ 男 ３９ 例 ， 女 ８５ 例 ； 胸腰段椎体 ９８ 例 ， 非胸腰段椎体 ２６ 例 ） ，

影像学 ＭＲ Ｉ 中 的 ＳＴ ＩＲ 像中病椎无黑色线性信号病例 ６２ 例 （ 男 １ ７ 例 ， 女 ４５ 例 ； 胸腰段椎体 ４８ 例 ， 非胸腰段

椎体 １４ 例 ） ；
Ｃ 组 ： 共 ２６２ 例 ，

． 其中影像学 ＭＲ Ｉ 中的 ＳＴ ＩＲ 像中病椎中有黑色线性信号病例 ８７ 例 （男 ２ １ 例 ，

女 ６６ 例 ； 胸腰段椎体 ６９ 例 ， 非胸腰段椎体 １ ８ 例 ） ， 影像学 ＭＲＩ 中 的 ＳＴ ＩＲ 像中病椎无黑色线性信号病例 １ ７５

例 （ 男 ５６ 例 ， 女 １ １ ９ 例 ； 胸腰段椎体 １ ４２ 例 ， 非胸腰段椎体 ３ ３ 例 ） 。 Ａ 、 Ｂ 、 Ｃ 组中所有病例都行 ＱＣＴ 检查确

诊为骨质疏松 （骨密度值＜ ８０ｍｇ／ｃｍ
３

） 。

２ ． ２ 观察指标

将符合本研究纳入标准的 ７８２ 例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病例分为三组 ， 记录每组病例的性别 、 年龄 、 骨

折的部位、 骨折的胸腰椎体中影像学 ＭＲ ＩＳＴＩＲ 是否有黑色线性信号改变以及部位 。

２ ．３ 统计学施

采用软件 ＳＰＳＳ １ ７ ． ０ 对相关数据的分析 ， 年龄符合正态分布 ， 计量资料 ， 采用方差分析来检验 ， 三组间性

别 、 骨折部位、 骨质疏松胸腰椎体骨折 ＳＨＲ ＭＲ Ｉ 黑色线性信号例数、 部位为计数资料 ， 采用 Ｐｅａｒ ｓｏｎｘ

２

检验 ，

Ｐ＜ ０ ． ０５（ ａ
＝
０ ． ０５ 为检验水准 ） 为有统计学意义 ， 如三组间 Ｐｅａｒ ｓｏｎｘ

２

检验有统计学意义 ， 再行两两多重比

较 ， 校正 ａ 值 ， 根据公式 ａ 、 ａ ／比较次数 ， 以 为检验水准 。

３ 结果

３ ． １ 三组间年龄统计学分析结果

Ａ 组与 Ｂ 组两组间进行年龄比较 ， 结果无明显差异 （ Ｐ＞ （Ｘ０５ ）
；Ｂ 组与 Ｃ 组两组间进行年龄比较 ， 结果有

明显差异 （ Ｐ＞〇 ． ０５ ） ；Ａ 组与 Ｃ 组两组间的年龄相比较比较 ， 结果无明显差异 （ Ｐ＞ ０ ．０５ ） 。 即无明显外力作

用组 、 低能量外力作用组、 高能量外力作用组年龄比较无明显差异 ， 无统计学意义 ， 详情见表 １ 。

表 １Ａ 组 、 Ｂ 组 、 Ｃ 组年龄比较情况

组别 例数 （例 ） 年龄 （岁 ） ｐ 值

Ａ 组 ３３４ ７４ ．４９± ６ ．０７４ ０ ．３５２
ａ

Ｂ 组 １ ８６ ７ ３ ． ５０± ７ ． ５ １ ０ ０ ．５８６
＿

Ｃ 组 ２６２ ７２ ．９２ 土 ８ ．７２ ７ ０ ．１４ １

＊

注 ： ＡＡ 组与 Ｂ 组两组间的年龄比较 Ｐ＞ ０ ． ０５ ，组与 Ｃ 组两组间的年龄比较 Ｐ＞ ０ ． ０５ ， ＿Ａ 组与 Ｃ 组两组

间的年龄比较 Ｐ＞ 〇 ． 〇５ 。

６８





第七届全国 中西医结合骨科微创学术年会 ？ 论文汇编

３ ． ２ 三组间性别 、 骨折部位统计学分析结果

三组间用性别 、 骨折部位采用行乘列表 Ｐｅａｒｓ ｏｎ＾ 检验 ， 结果无明显外力作用组 、 低能量外力作用组、

高能量外力作用组间性别 、 骨折部位无明显差异 ， 无统计学意义 （ Ｐ＞ 〇 ．０５ ） ， 详见表 ２ 。

表 ２Ａ 、 Ｂ 、 Ｃ 组性别 、 骨折部位情况

注 ： 三

别 用 行 性别 骨折部位

组 间 性

乘 列表

组别 ｎ

男 女 胸腰段 非胸腰段

Ａ 组 （ ３ ３４ ）

８９ ２４５ ２５３ ８ １

Ｂ 组 （ １ ８６ ）

５６ １ ３０ １ ４６ ４０

Ｃ 组 （ ２６２ ）

７ ７ １ ８５ ２ １ １ ５ １

合计 （ ７８２ ）

２２２ ５６０ ６ １ ０ １ ７２

Ｐｅａｒ ｓ ｏｎ＾检验 ， ％

２
＝
〇 ． ８９８ ， Ｐ

＝
０ ．６ ３８

； 骨折部位行乘列表 
Ｐｅａｒ ｓｏｎ／

２

检验 ， Ｘ

２

＝
ｌ ．９９４ ， Ｐ

＝
０ ． ３６９ 。

３ ．３ 三组间骨折椎体 ＭＲＩＳＴＩＲ 黑色线性信号情况统计学分析结果

经统计学 Ｐｅａｒ ｓｏｎ＾检验 ， 三组间有统计学意义 （ ＰＣ ０ ． ０ ５ ） ， 三组间再进行两两比较 ， 校正 ａ 值 ， 进

行 ａ 值分割 ， 以 ｃＴ 为检验水准 ，
ａ

＇

＝
ｃｔ ＞比较次数＝

０ ． ０５／３
＝
０ ．０ １ ７ 。 Ａ 、 Ｂ 组胸腰椎体骨折有无黑色线性信号

比较 ， 有显著差异 ， 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 １ ７ ）
；Ａ 、 Ｃ 组间胸腰椎体骨折有无黑色线性信号比较 ， 无明显差异 ，

无统计学意义 （ Ｐ＞ 〇 ．０ １ ７ ） ， Ｂ 、 Ｃ 组胸腰椎体骨折有无黑色线性信号 比较 ， 有显著差异 ， 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 ． ０ １ ７ ） ， 详见表 ３ ？

表 ３Ａ 、 Ｂ 、 Ｃ 组骨折椎体 ＭＲＩＳＴ ＩＲ 黑色线性信号情况

组别 ｎ 有黑色线性信号 无黑色线性信号 有黑色线性信号 ｐ 值

（例 ） （例 ） 发生率

Ａ 组 （ ３ ３４ ） １ １ ４ ２２０ ４３ ． １ １％ ０ ． ０００
Ａ

Ｂ组 （ １ ８６ ） １ ２４ ６２ ６６ ．６ ７％ ０ ．８ １ ２
°

Ｃ组 （ ２６２ ） ８ ７ １ ７５ ３ ３ ．２ １％ ０ ．０００
°

合计 （ ７８２ ） ３２ ５ ４５７ ４ １ ．５６％

注 ： Ａ 、 Ｂ 、 Ｃ 三组行 Ｐｅａｒ ｓｏｎ，检验 ， Ｘ

２

＝
６３ ．３８９ ，Ｐ＝０ ． ０００

；ＡＡ 、 Ｂ 组间有无黑色线性信号情况行 Ｐｅａｒ ｓ ｏｎ＾

２

检验 ， Ｘ

２
＝
５〇 ． ９４９ ，Ｐ

＝
０ ． ０００

；
〇 Ａ 、 Ｃ 组间有无黑色线性信号情况行 Ｐｅａｒ ｓｏｎｘ

２

检验 ， ｘ

２

＝
〇 ． 〇 ５６ ，Ｐ

＝
０ ． ８ １ ２

；［ Ｂ 、

Ｃ 组间有无黑色线性信号情况行 Ｐｅａｒ ｓｏｎｘ

２

检验 ， ｘ

２

＝４８ ． ８８０ ，Ｐ＝０ ． ０００ 。

３ ． ４ 三组间 ＭＲＩＳＴＩＲ 黑色线性信号椎体部位情况

Ａ 、 Ｂ 、 Ｃ 组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黑色线性信号椎体部位 （胸腰段 、 非胸腰段 ） ， 用行剩列表卡方检验 ， 无明显差异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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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 ０ ．０ ５ ） 。 即无明显外力作用组、 低能量外力作用组 、 高能量外力作用组之间 ＭＲ ＩＳＴ Ｉ Ｒ 黑色线性信号椎体

部位无明显差异 ， 无统计学意义 （ Ｐ＞ 〇 ．０５ ） 。

表 ４Ａ 、 Ｂ 、 Ｃ 组骨折椎体黑色线性信号的分布情况

组别 ｎ 胸腰段椎体 （例 ） 非胸腰段椎体 （例 ） 胸腰段 占 比率

Ａ组 （ １ １ ４ ） ８ １ ３ ３ ７ １ ．０ ５％

Ｂ组 （ １ ２４ ） ９ ８ ２６ ７ ９ ． ０ ３％

Ｃ 组 （ ８ ７ ） ６ ９ １ ８ ７ ９ ．３ １ ％

合计 （ ３２ ５ ） ２４８ ７ ７ ７６ ．３ １ ％

注 ： Ａ 、 Ｂ 、 Ｃ 三组间 ＭＲ ＩＳＴ Ｉ Ｒ 黑色线性信号椎体的部位用 Ｐ ｅ ａｒ ｓ ｏｎ％

２

检验 ， Ｘ

２

＝
２ ． ６ ８４ ，Ｐ＝０ ． ２ ６ １

３ ．５ＭＲ ＩＳＴ Ｉ Ｒ 线性黑色信号表现 图

３ ．６ 三组间统计学结果总结

三组间年龄 、 性别 、 骨折部位无明显差异 （ Ｐ ＞ 〇 ．０ ５ ） ， 基线好 ， 具有可 比性 ； 低能量外力作用组 、 无明

显外力作用组 、 高能量作用组之间相互 比较 ， 有 明显差异 ， 有统计学意义 （ Ｐ＜ 〇 ．０ ５ ） ， 再进行三组间两两 比

较 ， 校正 ａ 值 ， 进行 ａ 值分割 ， 以 ａ

＇

为检验水准 ，
ｃＴ 

＝
ａ ／比较次数 ＝

０ ． ０ ５／３
＝
０ ．０ １ ７ 。 低能量外力作用组

分别与 高能量外力作用组和无 明显外力作用组 比较有显著差异 （ Ｐ＜ 〇 ．０ １ ７ ） ， 高能量外力作用组与无明显外力

作用 比较无明 显差异 （ Ｐ＞ 〇 ．０ １ ７ ） 三组间 ＭＲ ＩＳＴ Ｉ Ｒ 黑色线性信号 出现的部位无明显差异 （ Ｐ＞ ０ ．０ ５ ） ， 三组间

都多见于胸腰段椎体部位 。

４ ． 讨论

随着我 国社会老龄化 ， 老年人的数 目 日 趋增多 ， 骨质疏松症的患者越来越多 ， 骨质疏松症成为影响人

类健康的重要 问题 ，
２ ０ １ １ 年 ， 进行的全 国调查 ， 我国 ６ ０ 岁 以上的老龄人 口 约 １ ． ７ ３ 亿 ， 好发于老年绝经后女

性
［ ７ ］

， 目 前不断升高 ， 而脊柱骨折是骨质疏松症严重的并发症之
一

， 由脊柱骨折 引起
一

系列症状 以及并发症

严重的影响 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 根据脊柱的解剖学特点 ， 胸腰椎体的力学负荷较大 ， 骨质疏松脊柱骨折 以

胸腰椎体为主 。 胸腰椎体的骨质疏松性骨折主要 引起的腰背痛 ， 活动受限 ， 脊柱后 凸等症状 ， 由于疼痛 、 活

动受限需长时间 卧床休息 ， 这容易 导致尿路感染 、 褥疮 、 肺炎 、 深静脉血栓等严重并发症 ， 严重影响 了 老年

７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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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正常生活 。 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的诊断主要依靠临床表现和影像学检査 ， 目前骨质疏松的诊断靠双能 Ｘ

线吸收法骨密度仪 （ ＤＥＸＡ
） 骨密度 Ｔ 值或者定量 ＣＴ （ＱＣＴ ）检查 ； 当双能 Ｘ 线骨密度 Ｔ 值＜

－

２ ．５ 或者 ＱＣＴ 骨密

度值在 ８０ｍｇ／ｃｍ
３

， 可诊断为骨质疏松 ， 在骨质疏松的基础上发生的胸腰椎体的骨折 ， 可诊断为骨质疏松性胸

腰椎体骨折 ， 临床上多 以压缩性骨折多见 。 核磁共振 （ ＭＲ Ｉ ） 在判断是否为新鲜的脊柱骨折有着较髙的特异性 ，

骨质疏松性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在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上骨折椎体表现为高信号 ， 提示椎体存在骨髓水肿并且临床表现符

合
［ ８ ］

， 可确诊为新鲜的骨质疏松性胸腰椎压缩性骨折 。 在临床的研究中 ， 有人发现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在

影像学 ＭＲ ＩＳＴ Ｉ Ｒ 椎体 内 出现黑色线性信号改变的患者 ， 通过常规保守治疗后 ， 愈合率小于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像中椎

体 内无黑色线性信号组 。 Ｈ ｉ ｒｏ ｔ ｓ ｕｇｕＯｍ ｉ 等
Ｍ
则认为骨质疏松椎体骨折 ＭＲ ＩＳＴ Ｉ Ｒ 像中 出现椎体 内黑色线性信

号表现的患者 ， 行保守治疗后可能导致骨折的不愈合 ， 可能是因为骨折的椎体 内有骨小梁的破坏 ， 导致骨缺

血坏死而形成的
一

种在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像上表现为黑色线性信号 ， 但是这结论缺少相关的循证医学依据 。 骨折椎体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像上出现黑色线性信号 ， 行保守治疗可能会导致骨折不愈合 ， 引起长期的慢性疼痛 ， 对患者的身心

造成巨大的伤害 ， 早期发现椎体骨折伴有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像上黑色信号改变的患者 ， 对其治疗方案有较大的帮助 ，

能正确选择
一

个合理的治疗方案对患者的恢复有着重要的意义 。 然而这种 ＭＲ ＩＳＴ Ｉ Ｒ 黑色线性信号表现与哪些

因素有关 ， 是否与外伤史中外力作用 的程度有关 ， 哪些外力作用程度更容易导致该信号的出现 ， 该信号容易

出现在脊柱的那些椎体 内呢 ？

本课题就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黑色线性信号表现与外力作用 的程度的相关性 ， 以及脊柱那

些椎体容易发生进行研宄 ， 通过对外伤史中不同外力作用程度的病例年龄 、 性别 、 骨折部位、 ＭＲ ＩＳＴ Ｉ Ｒ 黑色

线性信号的有无 、 以及所在哪
一

节段的椎体进行统计 ， 现将统计结果
一一

分析 ， 为今后在 了解骨质疏松性胸

腰椎体骨折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黑色线性信号形成与外伤史的关系 ， 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 。

４ ． １ 外力作用与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 ＭＲＩＳＴＩＲ 黑色线性信号的相关性

外力作用是患者发生骨折时所受到的外伤史情况 ， 无骨质疏松性骨折 ， 大多有明确的外伤史 ， 受到外伤

作用 引起骨的连续中断骨的完整性受到破坏而引起骨折 ， 无骨质疏松脊柱的骨折往往 以较大的暴力 引起 ， 这

类外伤史大多都是车祸 、 高处坠落伤等 。 Ｌ ｅｕｃｈｔ 等
［ １ ° ］

通过对脊柱骨折流行病学调查研宄发现 ， 高坠伤是创伤

性脊柱骨折最常见的原 因 ， 大多为无骨质疏松性脊柱骨折 ， 占 ３ ９％ ， 其次为车祸伤 ， 占 ２６ ．５％ 。 这类脊柱骨折

多为爆裂性骨折 ， 在极大外力作用下 ， 骨折椎体呈爆裂型改变 ， 往往会伴有脊髓 、 神经的损伤 ， 恢复效果较

差 。 Ｌ ｉｕ 等
［ １ １ ］

通过流行病学调查研宄发现 ， 在中 国脊柱骨折的最主要原因是车祸伤 ， 占 ３ ３ ．６ １％ ， 其次为高处

坠落伤 ， 占 ３ １ ．２５％ 。 无骨质疏松的椎体骨硬度较大 ， 轻微的外力不容易导致椎体的骨折 ， 当外力作用 的程度

与椎体骨相互作用 ， 发生能量的转变 ， 达到
一

定程度 ， 椎体就会发生骨折 。 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受到的外力

作用相对较小 ， 常常见于扭伤 、 摔伤 、 跌伤等外伤史 。 有些骨质疏松较严重 ， 在无外伤作用下也会导致椎体

的骨折 。 本研究都为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的 比例 ， 此类患者多见于无明显外伤 、 摔伤 、 扭伤等外伤史 ， 无

高处坠落伤病例 。 由于老年人的生理机能衰退 ， 各个器官代谢水平下降 ， 骨的代谢处于负值 ， 骨量丢失严重 ，

容易导致骨质疏松使骨的脆性增加 。 在 日常活动 中 ， 轻微的扭伤或者摔伤就容易导致骨折 ， 当骨质疏松严重

时 ， 无明显外伤也会导致椎体的 自发性骨折 。 我国社会的老龄化 ， 生活水平的提高 ， 老龄人从事的活动主要

为 曰常家务 、 散步等轻体力活动 ， 很少见高处坠落伤 引起的胸腰椎骨折 。 绝大多数老年人或者绝经后女性 ，

容易患有骨质疏松症 ， 当收到外力作用或者无外力作用时 ， 就容易导致骨折的发生 ， 胸腰椎体的骨折是其中

最常见的
一

种 ， 多见于压缩性骨折 。 据相关统计 ， 我国 ５ ０

￣

６０ 岁女性人群中 ， 约 ３０％绝经后女性患有骨质疏

松症 ； 在 ６ ０ 岁 以上的妇女 ， 骨质疏松症的患者可达到 ３０％

￣

５ ０％ ， 而老年男性的骨质疏松症患者与老年女性

相 比相对少些 ， 患病率大约在 ２０％

￣

３ ０％之间
［ １ ２ ］

。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 当身体 内 的骨矿含量达到峰值后 ，

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下降 。 据研宄 ， 女性每年 以 ０ ．３ ３％的骨量丢失速度下降 ， 男性相对女性而言 ， 丢

失的骨量少些 ， 每年 以 ０ ．２２％的骨量丢失速度下降 ， 当骨矿的含量减少 １ ２％时 ， 在外力的作用下就容易发生

骨折 ， 其中 以脊柱的压缩性骨折较为多见
［

１ ３ ］

。 老年人多见于轻微外力作用或者没有外力作用后 出现胸腰椎骨

折 。 这是由于老年人 自 身器官衰退 ， 体内相关激素水平下降明显 ， 导致骨质疏松 ， 极易容易导致骨折 。 研宄

发现 ， 绝经后的妇女体内雌激素水平明显降低 ， 由于雌激素缺乏 ， 引起骨吸收增加 ， 而老年女性肠道功能下

降 ， 对興吸收障碍 ， 骨量丢失增加 。 绝经后的女性 ， 卵巢功能下降 ， 雌激素分泌的减少 ， 加快了骨量丢失速

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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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雌激素水平的变化确定着发生骨质疏松性脊柱骨折的性别特征
［ １ ４ ］

。 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黑

色线性信号表现是 ＯＶＣＦＳ 特殊的
一

种 ， 多 以椎体压缩性骨折多见 ， 而胸腰椎的压缩性骨折好发于患有骨质疏

松的老年患者 。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对诊断新鲜的脊柱骨折有着特异性 。 Ｈｏ ｓｈ ｉ ｎｏ 等
［ １ ５ ］

报道 ＭＲ Ｉ 比普通 Ｘ 或者 ＣＴ 对脊

柱骨折的判断和诊断更加敏感 ， 而且能准确的判定 出是新鲜的脊柱骨折还是陈 旧性的脊柱骨折 ， 新鲜的骨折

在急性或者亚急性期时 ， 发生骨折的椎体内存在水肿 ， ７Ｋ肿在 ＭＲ Ｉ 中 Ｔ １Ｗ Ｉ 加权像表现为低信号 ， 在 Ｔ２Ｗ Ｉ 加

权像上显示髙信号 ， 最具有特异性的是 ＳＴ Ｉ Ｒ（压脂像 ） 显示高信号 。 因此 ， 目 前在临床上以影像学 ＭＲ Ｉ 作为

诊断对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的主腰依据
［

１ ６ ］

。 骨质疏松造成骨的生理结构发生变化 ， 当骨质疏松的椎体受到较

轻外力作用 ， 或者没有外力作用就会导致皮质骨的破坏 ， 松质骨就会塌陷 ， 引起椎体 内小血管的损伤 ， 造成

水肿或者出血 ， 在急性或者亚急性期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上表现为高信号 ， 当高信号中有黑色线性信号表现时 ， 可诊断

为该病 。 不 同外力作用程度导致的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黑色线性信号表现是否不
一

致 ？

本研宄根据外伤史的不同 ， 将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的患者分为无明显外力作用组 、 低能量外力作用组 ，

高能量外力作用组 ， 通过比较发现低能量外力作用组更容易发生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椎体 内黑色线性信号 出现 ， 而该信

号的 出现往往提示着保守治疗导致骨折的不愈合 ， 该信号对骨折愈后的判断有着重要意义 。 外伤史为扭伤 、

弯腰提重物 、 扛重物等低能量外力作用 的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患者 ， 在影像学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上相对于其他外伤

史的患者更容易 出现黑色线性信号 。 外力作用于椎体时 ， 力在传导过程使椎体 内血管 中血液的流动产生液体

的剪切力 ， 椎体内 的骨细胞对这种力感知敏感 ， 以信号传导的方式来对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调节 ， 这对骨结

构的变化有着重要作用
［ １ ７ ］

。 外力作用达到
一

定程度可史椎体内发生微骨折 ， 使椎体骨 内 的细微结构发生变化 ，

此处血液流动所产生的剪切力下降 ， 骨细胞感知信号降低 ， 发出增强破骨细胞 ， 抑制成骨细胞的信号 ， 导致

成骨细胞缺失 ， 此处的剪切力也会降低 ， 从而导致骨的缺血坏死 椎体内骨缺血坏死后 ， 骨小梁的细微结

构发生破坏 ， 从而导致 ０ＶＣＦＳ 的发生 。 而本研宄低能量外力作用导致椎体时 ， 相对于其他外力作用更容易导

致椎体内血液流动剪切力下降 ， 造成破骨细胞增强 ， 成骨细胞被抑制 ， 造成缺血区 ， 缺血坏死后 ， 骨小梁的

细微结构受到破坏 ， 椎体塌陷 ， 造成的微小的骨折使椎体形态发生改变 。 当低能量外力作用刚好在某
一

程度 ，

缺血坏死区在这
一

程度上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刚好表现为黑色线性信号 。 有研宄发现低能量外力作用作用于椎体时容易

发生缺血 ， 缺血后的椎体易导致骨折 ， 骨折的椎体 内血管受损 ， 局部缺血更加严重 ， 从而导致缺血－骨折－骨

折
－缺血的恶性循环

［ １ ９

＼ 在这循坏中 的某
一

阶段骨的缺血坏死区在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上刚好出现黑色线性信号 。 无明

显外力作用组的患者骨质疏松程度往往较为严重 ， 在无明显诱因情况下 ， 椎体 自发性骨折 ， 多为压缩性骨折 。

由于骨密度低下 ， 骨的结构相对松弛 ， 成骨细胞含量少 ， 破骨细胞多 ， 就会形成缺血坏死区域 ， 但胸腰椎体

承载人体较多重力 ， 无外力作用下时 ， 对椎体 内骨小梁的破坏较少 ， 骨的缺血坏死相对较少 ， 从而在 ＭＲＩＳＴ ＩＲ

上显示出黑色线性信号区较少 ， 多 以高信号区域为主 。 当骨折的椎体骨小梁受损厉害时 ， 骨的缺血坏死区相

对较多 ， 较集中时 ， 也可在 ＭＲ ＩＳＴ Ｉ Ｒ 像上出现黑色线性信号区 。 髙能量外力作用 引起椎体骨折 ， 多见于压缩

较为严重 ， 或者椎体骨折范围较大 ， 骨小梁的破坏较多 ， 或者有微小骨块的游离 ， 骨的缺血坏死区域较大 ，

在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影像上常见表现出来的是较大的黑色片状区域 ， 而不是黑色线性区域 ， 当骨折的椎体机构相对完

整 ， 在承受高能量外力作用时 ， 椎体骨小梁的破坏相对较少 ， 骨的缺血坏死区域相对较少时 ， 在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像

上也可表现为黑色线性信号 。 低能量外力作用导致的骨质疏松性胸腰椎体骨折的力度刚好使椎体 内 的骨小梁

的微小结构发生某
一

变化 ， 缺血坏死区域刚好在 ＭＲＩＳＴ ＩＲ 像上显示出黑色线性信号 。 所 以该信号多见于低能

量外力作用 的骨质疏松性胸腰椎体骨折 。

在外伤史中 ， 外力作用的大小 ， 可影响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 ＭＲ ＩＳＴ Ｉ Ｒ 黑色线性信号表现 ，

“

扭伤 、 弯

腰提重物 、 抗重物
”

等低能量外伤史更容易导致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黑色线性信号表现 。 椎体骨

折伴椎体内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黑色线性信号保守治疗往往会导致骨折的不愈合 ， 本研宄结果能更好的为临床对该病的

治疗 ， 提供参考 。

４ ． ２ 骨质疏松性胸膜椎骨折 ＭＲＩＳＴＩＲ 黑色线性信号出现部位相关性

骨质疏松性脊柱骨折多见好发于胸腰段 （ Ｔ １ １
－

Ｌ２ ） 椎体 ， 主要是胸腰段椎体是胸椎和腰椎的连接处 ， 由

于胸椎曲度向后 ， 腰椎曲度 向前 ， 胸腰段处于生理弧度的交界区 ， 活动度 、 负重较大 ， 从而容易发生损伤
［ ２° ］

；

再
一

个是由于胸腰段椎体处的关节突关节面 由胸椎的冠状面转换为腰椎的矢状面 ， 当弯腰、 转身活动时 ， 脊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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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发生侧弯和轴 向旋转 ， 此处的关节突关节面不在 同
一

个平面 ， 椎体容易受到破坏 ， 再加上由于骨质疏松的

原因 ， 此处增加容易受到损伤 。 椎体骨折最常见的发生在胸腰段椎体 ， 有学者通过研究统计发现脊柱骨折 占

全身骨折的 ４ ． ８％ 飞 ． ６ ３％ ， 其中胸腰段椎体骨折的发病率 占全脊柱骨折的 ６２ ． ４％

［ ２ １ ］

。 对于胸腰段椎体骨折的

分型 ， 目 前主要为 ０Ａ 分型 ， 从损伤程度上分为 Ａ 、 Ｂ 、 Ｃ 型 ， Ａ 型为压缩性骨折 ， Ｂ 型为牵张性损伤 ， Ｃ 型为

旋转不稳定型
［ ２ ２ ］

？ 由于骨质疏松 ， 椎体的骨密度下降 ， 相 比正常椎体脆性增大 ， 硬度减低 ， 而胸腰段的椎体

负重大 ， 活动度大于其他椎体 ， 在外力或者无外力 的作用 下 ， 椎体会发生骨折 ， 多 以压缩性骨折为主 ， 所以

骨质疏松性胸腰段椎体骨折多 以压缩性骨折多见 ， 属于 ０Ａ 分型 中 的 Ａ 型 。 胸腰椎体骨折 Ａ 型患者多见椎体压

缩性改变 ， 骨折部位很少压迫脊髓 、 神经 ， 多 以腰背部疼痛 ， 活动受限为症状 ， 无双下肢症状 。 由于胸腰段

椎体的解剖的特殊性 ， 骨质疏松脊性椎体骨折多 以胸腰段椎体为主的压缩性骨折 。 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 ＭＲ Ｉ

ＳＴ ＩＲ 黑色线性信号是骨质疏松性脊柱骨折特殊的
一

种 ， 其骨折的部位是否也多见于胸腰段 ？

本研宄在对外伤史中提到无明显外力作用 、 低能量外力作用 、 高能量外力作用导致的骨质疏松性胸腰椎

骨折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黑色线性信号表现的研宄 ， 发现三组间椎体 内黑色线性信号分布在胸腰段椎体所 占比率分别为

７ １ ． ０５％ 、 ７９ ． ０３％ 、 ７９ ．３ １％ ， 无明显差异 （ Ｐ＞ ０ ．０５ ） ， 并且发现三组之间 出现在胸腰段椎体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黑色线性

信号比率明显大于非胸腰段 。 由于胸腰段的解剖结构特点 以及生理作用 ， 几乎所有的活动产生的荷载峰值在

胸腰段区域的脊柱 ， 但风险值最髙的系数
一

般发生在脊柱胸腰段椎体 ， 因为这些胸腰段椎体抗压强度低 。 在

压缩载荷时胸腰段椎体区域后凸加重 。 相 比其他脊柱区域 ， 胸腰段椎体骨折的发病率较高 。 老年人的骨质疏

松以椎体骨量丢失较重的特点 ， 容易发生椎体的压缩性骨折 ， 而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黑色线性信号也好发于胸腰段椎体 。

本研宄与大部分学者的研宄结果相符 。

５ 存在的问題与展望

本研宄就外力作用程度与骨质疏松性胸椎压缩性骨折伴 ＭＲＩ 椎体内黑色线性信号形成关系的临床研宄 ，

通过外伤史中外力作用程度的不同 ， 分为无明显外力作用组 、 低能量外力作用组 、 髙能量外力作用组 ， 根据

不同外伤史中 出现的影像学 ＭＲ ＩＳ Ｉ ＲＴ 黑色线性信号的情况 ， 研宄哪种外力作用程度更容易 出现 ＭＲ ＩＳ ＩＲＴ 黑

色线性信号的影像学特征 。 但根据病史提到的外伤史情况中 ， 对于外力程度的分级缺少
一

个具体的外力作用

程度分级标准 ， 检索相关国 内外文献 ， 也未査阅到公认的分级标准 ； 在病例 回顾时 ， 回顾的病例样本较少 ，

缺少 以大样本为中心的研宄 ； 由于国 内外对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 ＭＲＩＳＴ ＩＲ 黑色线性信号表现的研宄较少 ，

缺少 明确的诊断标准 ， 对本次研宄也有
一

定的影响 。 随着对骨质疏松性脊柱骨折的不断研究 ， 对骨质疏松性

胸腰椎体骨折 ＭＲ ＩＳＴ Ｉ Ｒ 黑色线性信号表现的不断认识 ， 在流行性病学 、 诊断 、 治疗等方面将有更大的突破 。

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 ， 骨质疏松性脊柱骨折的患者越来越多 ， 多 以胸腰椎压缩性骨折为主 ， 骨质疏

松性胸腰椎骨折伴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黑色线性信号表现是脊柱骨折中特殊的
一

种 。 本文通过对外伤史中不同外力作用

程度与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 ＭＲ ＩＳＴ Ｉ Ｒ 黑色线性信号表现相关性的研宄 ， 得出低能量外力作用 引起的骨质疏

松性胸腰椎骨折 ， 相对于无明显外力作用和高能量外力作用 的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更容易导致 ＭＲ ＩＳＴ Ｉ Ｒ 黑

色线性信号表现 ， 即外伤为
“

扭伤
”

、

“

弯腰提重物
”

、

“

扛重物
”

等低能量外力作用更容易导致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黑色

线性信号出现 ， 而且 ＭＲ ＩＳＴ ＩＲ 黑色线性信号容易发生在脊柱胸腰段骨折椎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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