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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世界卫生组织2 0 1 6年全球结核报告 [ 1 ]显示：

2 0 1 5 年，全球新发结核病数量约为 1  0 4 0 万，发

病率为142/10万，中国结核病发患者数居世界第

三位。脊柱结核是最常见的肺外结核，是造成瘫

痪的常见病因之一，对劳动力影响极大。如果诊

治不当，可能导致永久性的神经功能损伤和后凸

畸形，以及一系列的并发症 [2]。

抗结核化疗是治疗脊柱结核的基础，贯穿于

脊柱结核整个治疗过程，并占据主导地位，用药

不规范是流行病学耐药率上升的重要因素[3]。绝大

多数脊柱结核患者都可通过保守治疗治愈，外科

手术并非必需，脊柱结核是否需要手术应考虑病

灶破坏程度，脊柱畸形及稳定性情况，神经功能

受损程度、保守治疗效果等，手术的目的主要是

解除脊髓或神经根受压和重塑脊柱的稳定性 [4-5]。

治疗理念的进步及手术方式的改进使得脊柱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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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核病在全球范围仍然是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威胁。骨关节结核约占结核病的13%，脊柱结核约占

骨关节结核的50%，且常伴脊柱后凸畸形或截瘫，明显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并有高致残率、难

治性及易复发性的特点。近年来，随着抗结核药物的广泛应用，外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对脊柱结

核认识的深入，脊柱结核的治疗取得了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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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疗效果得到极大的提高。

1  非手术治疗

非 手 术 治 疗 脊 柱 结 核 包 括 制 动 和 化 疗 。 制

动包括躯干支具、石膏背心等固定，用以维持脊

柱 稳 定 性 ， 达 到 结 核 病 灶 局 限 、 静 止 和 修 复 的

效果。脊柱结核的化疗原则和肺结核化疗原则一

样，遵循“早期、规律、全程、适量、联合”的

用药方针。抗结核治疗的疗效与结核杆菌生物学

特征、抗结核药物性能、患者的依从性、药物与

结核杆菌作用的环境有关，还与人体免疫状态和

器 官 功 能 状 态 有 关 。 抗 结 核 药 物 通 过 其 作 用 机

制 ， 干 扰 结 核 杆 菌 的 代 谢 过 程 ， 减 弱 其 繁 殖 能

力，引起菌体代谢、形态及毒力等方面的改变，从

而达到杀菌、灭菌、抑菌的目的[6]。目前常用的抗

结核药物有链霉素(SM，S)、异烟肼(INH，H)、

利福平(RFP，R)、乙胺丁醇(EMB，E)和吡嗪酰胺

(PZ A，Z)等一线药物，以及利福喷汀、对氨基水

杨酸、喹诺酮类、丙硫异烟胺、阿米卡星、卷曲

霉素等二线药物。

在脊柱结核治疗过程中，抗结核药物化学治

疗贯穿整个治疗过程，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抗

结核治疗方案现已日臻成熟，最终形成目前的治

疗方案即INH + RFP + PZ A + EMB(SM)。该方案

在最佳情况下，可达到90%~100%的治愈率，复发

率<3%[7]。脊柱结核是结核杆菌全身感染的局部表

现，患者体内潜伏有结核杆菌或合并有肺结核和

其他肺外结核。脊柱结核手术治疗只是针对疾病

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畸形、脊髓或神经根压迫、脊

柱不稳等，抗结核治疗是脊柱结核治愈的基础，

如果脊柱没有明显的骨质破坏，无脓肿形成，没

有脊髓或神经压迫症状的患者无需手术，单纯应

用抗结核药物即可达到理想效果[8-9]。

临床上对于脊柱结核多采用3SHRE/6~15HRE
这一标准化疗方，即患者确诊脊柱结核后按照标

准计量给予链霉素(S)、异烟肼(H)、利福平(R)、

乙胺丁醇(E)抗结核治疗，以尽快杀灭结核杆菌，

保 障 治 疗 成 功 ； 3 个 月 后 停 用 链 霉 素 ， 继 续 予 以

HR E方案6~15个月，其目的是巩固强化阶段取得

的疗效，杀灭残余的结核杆菌。总疗程为9~18个

月。标准化疗方案目前仍然是主流。

脊柱结核的短程化疗方案以INH，RFP，PZ A
为核心再加E MB或SM疗程6~9个月。吴启秋等 [10]

在国内采用短期化疗方案治疗脊柱结核，连续组

69例，具体方案4SHR E/5HR E；间歇组76例，具

体 方 案 4 S H R E / 5 H 3 R 3 E 3， 取 得 了 满 意 的 疗 效 。

P a r t h a s a r a t h y 等 [ 1 1 ]随 访 无 截 瘫 的 胸 、 腰 椎 结 核

1 0 年 ， 疗程分别为 6 个月与 9 个月的 I N H + R F P 方

案，分别有94%和99%的良好状态，疗效无显著差

异。短程化疗的疗效已为我国临床治疗所接受，

目前仍在观察远期疗效。对于短程化疗方案适应

症包括：初治病例；非耐多药、多耐药患者，至

少对INF和RFP等两种以上药物敏感；骨质无明显

破坏，无脓肿形成；病灶局限或手术能较彻底清

除；无其他活动性病灶；对抗结核药物耐受好，

不合并糖尿病、乙肝等[10]。

凡小于6个月的化疗方案称之为超短程化疗方

案。施建党等 [12]报道应用手术清除病灶结合平均

5.5个月的超短程化疗方案(2SHR Z/2~4HR Z)，效

果与平均12个月标准化疗方案(2SHR Z/7~16HR Z)
相 近 ， 且 随 访 5 年 以 上 ， 药 物 不 良 反 应 明 显

低 于 标 准 组 。 W a n g 等 [ 1 3 ] 报 道 应 用 手 术 切 除

部 分 病 变 椎 体 结 合 4 . 5 个 月 的 超 短 程 化 疗 方 案

( 2 SH R Z / 5 H 2R 2Z 2)，取得了与8个月(短程化疗方

案 3 S H R Z / 5 H 2 R 2 Z 2 ) 、 1 2 个 月 化 疗 ( 标 准 化 疗 方

案 3 S H R Z / 9 H 2R 2Z 2) 同样优良的效果，并进行了 
近2年的随访。截至目前，对于脊柱结核的超短程

化疗方案仍有待多中心大面积人群临床试验予以

证实。

耐药脊柱结核可分为：1 )单耐药，结核病感

染者被证实对一种抗结核药物耐药；2 )多耐药，

结核病感染者被证实对不包括同时耐异烟肼、利

福平的一种以上的抗结核药物耐药；3 )耐多药，

结核病感染者被证实至少同时对异烟肼、利福平

耐药；4 )广泛耐药，结核病感染者被证实除同时

对异烟肼、利福平耐药之外，对任何氟喹诺酮类

也 耐 药 ， 还 对 3 种 二 线 抗 结 核 注 射 药 物 中 至 少 有

一种耐药。耐药脊柱结核治疗应充分考虑患者的

特殊性，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案，根据患者以往的

用药史和药敏实验结果，详细了解耐药的具体情

况，治疗疗程至少1 8个月，具有广泛病变的慢性

患者可延长至24个月 [14]。WHO推荐一线药物和二

线药物联合应用治疗耐药结核 [15]；SM在强化期可

用3~5个月；如果已证实PZ A有效，应尽量全程使

用，因耐药脊柱结核病灶部位是有利于PZA发挥作

用的酸性环境；EMB抗菌作用与SM相似，也是常

规用药的首选；P Z A与E M B最好每日晨起顿服，

因为高血药浓度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二线药物

在耐药脊柱结核中发挥重要作用：氨基糖苷类注

射剂至少使用6个月；对氨基水杨酸钠是抑菌药，

对其他药物产生耐药性有预防作用；对氨基水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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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异烟肼：耐异烟肼结核杆菌部分对它敏感，常

应用于治疗耐药结核菌；喹诺酮类适合于长程给

药。用药过程中需观察和处理药物的不良反应。

耐药脊柱结核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是成功治愈的重

要因素 [16]。广泛耐药脊柱结核治疗十分棘手，临

床治疗资料非常有限。

应用抗结核药物时需要注意其不良反应，包

括肝功能损害、胃肠道反应、肾功能损害、神经

系统、血液系统、骨骼肌肉系统损害等。对于临

床用药过程中，需要密切观察药物所致的各种不

良反应，一旦出现异常情况予以相应处理：反应

轻微者可在严密观察下继续用药或暂停用药；反

应严重者，需立即停药，积极予以对症处理，直

至不良反应消失。抗结核药物应用前需要检查血

常规、肝肾功能以及了解各器官功能情况，患者

在接受抗结核化疗时应根据情况予以护肝药物辅

助治疗，定期复查肝肾功能[17]。

2  手术治疗

2.1  围手术期处理

卧 床 休 息 、 日 光 浴 、 加 强 营 养 等 对 症 支 持

治疗对结核病患者十分有利。药物治疗、手术治

疗、支持治疗三者相互协同。脊柱结核患者一般

处于营养失衡状态，免疫力下降，所以围手术期

强调营养支持的目的是减少负氮平衡，使细胞获

得营养物质进行正常的代谢，改善免疫功能等各

种生理功能，以有利于机体的恢复。营养支持的

重点在于能量和蛋白质的补充，改善负氮平衡。

饮食原则为高热量、高蛋白、易消化、补充足量

的维生素及矿物质，补偿疾病所致的高耗能。对

全身情况极差、重度营养不良的患者还需补充氨

基酸、脂肪乳等。必要时可通过输白蛋白、输血

和血浆[18-19]。

对于需要行手术的患者，手术前需接受2~4周

的抗痨治疗，以利于提高治愈率。近年来，随着

老年患者、耐药、复治脊柱结核病例的增多，围

手术期的处理愈显重要 [20]。对于脓肿较大、局部

疼痛症状及全身结核中毒表现较重，血沉一直居

高不下者，术前可在B超或CT引导下行脓肿穿刺

引流，留取标本行结核杆菌培养+药敏，根据结果

调整化疗方案，以提高手术的耐受性 [21]。伴有内

科病如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肺功能减低、

骨质疏松症患者予以对症处理 [22]。有窦道形成者

使用抗生素控制混合感染，行清洁换药或V S D负

压吸引促进愈合。术后预防性使用抗生素及防止

血栓形成，术后早期功能锻炼，前期下床支具保

护，术后继续应用抗结核药物，完成化疗疗程。

2.2  手术指针

脊柱结核患者是否行手术需考虑以下方面：

病灶的破坏程度、脊柱畸形及稳定性情况、神经

功能受损的程度、保守治疗的疗效等。单纯从病

灶愈合角度来说，绝大部分脊柱结核都可以通过

保守治疗治愈。手术不强调彻底清除病灶，其目

的是针对脊柱破坏所造成的“并发症”，如后凸

畸形、脊髓或神经根受压损害、脊柱不稳等[4-5,23]。

脊 柱 结 核 的 手 术 指 针 包 括 ： 1 ) 脊 柱 结 核 并 截 瘫

Frankel分级A级或B级；2)不完全截瘫Frankel分级

C级或D级，影像学显示脊髓受压；3)压迫物为脓

肿，抗结核治疗1个月后无缓解者；4)患者局部疼

痛剧烈，不能下地行走，常规止痛药物效果差；

5 )有窦道、死骨或大的脓肿形成；6 )严重或进行

性加重的后凸畸形；7 )椎体破坏引起脊柱不稳； 
8 )抗结核治疗疗效差，或需要通过手术获取标本

以确诊[24]。

2.3  手术方式

采 取 何 种 手 术 方 法 和 技 巧 ， 需 要 根 据 脊 柱

结核患者的病灶破坏情况，既能病灶清除，又能

使存活组织尽可能得到保存，以达到治愈脊柱结

核，提高生活治疗的目的 [25]。关于如何理解脊柱

结核病灶清除现有多种不同的认识[26-27]。脊柱结核

病变有死骨、干酪样坏死物质、结核性肉芽肿、

脓肿及椎间盘组织的破坏和坏死，大部分病例有

多种组织成分遭到破坏，清除病灶时必须仔细、

彻底地清除这些坏死物质。脊柱结核是全身结核

的局部表现，促进结核病的静止和愈合是彻底清

除 病 灶 的 目 的 ， 其 绝 对 无 菌 的 状 态 是 无 法 达 到

的，彻底主要是针对病变组织而言，病变组织清

除了即可视为彻底，所以彻底是相对的。临床实

践[28-29]表明即使病灶清除彻底到切除病椎也不能减

少或避免复发，这也是后路病灶清除、植骨、器

械内固定术能够施行的基础。瞿东滨等 [30]也认为

“彻底”是相对需彻底清除死骨、坏死椎间盘、

干酪样坏死物质、肉芽组织及椎旁脓肿等，而不

是彻底清除硬化骨或亚健康骨，硬化骨的切除与

否及切除范围只是为了准备良好的植骨床，而不

是作为一个必须的手术步骤。在实行脊柱结核病

灶清除时，对于彻底清除病灶和尽量保留正常骨

质需要正确处理，脊柱结核在发展过程中同时存

在炎症破坏和修复再生，即病灶部位有破坏、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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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而病灶边缘发生修复、硬化。林羽等 [31]将椎

体骨硬化分为活动性病变的硬化和静止稳定性病

变的硬化两种。活动性病变的硬化因内有死骨、

干酪样坏死物质、脓液等物质，应手术切除，静

止稳定性病变的硬化多见于病程时间长，临床上

无明显症状，无需特殊治疗。王自立等 [32]对脊柱

结核椎体硬化骨进行相关研究，发现抗结核药物

不能进到有硬化壁的病灶中央，因此行病灶清除

术 时 要 把 硬 化 壁 的 4  m m 切 除 ， 再 把 病 变 性 骨 桥

及多发空洞切除，需要牺牲一些“亚正常骨”以

达 到 彻 底 的 程 度 。 笔 者 认 为 在 术 前 行 C T 扫 描 ，

有助于确定病灶清除范围，手术能满足坏死物质

清除、良好的植骨床准备、抗结核药物的渗透即

可，这些只需切除部分硬化骨就能达到。术后要

保 持 引 流 通 畅 ， 及 时 排 出 残 余 的 坏 死 组 织 和 积

血，减少局部感染或者复发的概率。

脊 柱 稳 定 性 的 重 塑 ， 包 括 植 骨 与 器 械 内 固

定。在脊柱结核的外科手术治疗中，都存在着病

灶区域清除后骨缺损问题，稳定、有效的植骨融

合，可以为脊柱永久性稳定提供可靠的保障。在

众多的骨缺损修复材料中，理想的植骨材料应该

具有骨形成性、骨诱导性和骨传导性，能够提供

一定的形状结构和承受载荷的能力，具有最小抗

原特征且必须避免受体和供体之间传播感染性疾

病 [33]。目前临床上常用自体骨、同种异体骨及人

工 合 成 骨 等 [ 3 4 ]。 植 骨 方 式 主 要 以 椎 体 间 植 骨 为

主，此植骨方式对重塑脊柱的稳定性是必须的，

还可以部分矫正脊柱后凸畸形，对预防儿童及青

少年脊柱结核患者晚期脊柱后凸畸形也有一定的

作用[35]。

单 纯 的 病 灶 清 除 、 植 骨 融 合 不 能 很 好 地 维

持矫正角度、防止畸形的发展，最终后果是植骨

断 裂 、 移 位 、 塌 陷 或 吸 收 等 ， 患 者 需 要 长 时 间

卧床。器械内固定可为脊柱提供短期稳定，椎弓

根螺钉技术出现后，在脊柱结核后路内固定中予

以采用，其具有矫正后凸畸形和重塑脊柱稳定性

的双重作用，极大地提高脊柱结核临床治愈率，

加快康复进程，减少卧床时间，缩短整体疗程。

Moon等 [36]报道随访时间最长达14年的使用后路内

固定，治疗脊柱结核的效果，后凸畸形即时矫正

60%以上，随访矫正角度丢失仅2°~3°。Zhang等[37]

报道采用椎弓根内固定治疗成人胸椎及胸腰段结

核 ， 随 访 5 年 以 上 ， 全 部 治 愈 ， 无 复 发 或 发 生 后

凸畸形，指出应用椎弓根螺钉治疗脊柱结核可有

效缓解因脊柱不稳产生的腰痛和预防后凸畸形的

发生。已有研究 [38]证实在脊柱结核病灶内使用内

植物是安全可靠的，结核杆菌对不锈钢和钛质的

内固定材料黏附能力很弱，产生的生物膜既小又

薄，对结核药物杀菌效应影响很小。对于内固定

的适用征，笔者总结诸多学者的观点，认为包括

以下方面：1 )椎体压缩、椎间盘破坏及后方结构

破坏引起脊柱不稳；2 )病灶或手术产生的骨质缺

损；3)需要矫正的后凸畸形；4)需要减压的脊髓或

神经损伤；6)多节段、跳跃性结核[39-40]。

3  结语

尽 管 结 核 病 疫 情 有 所 下 降 ， 但 我 国 结 核 病

的负担仍然很重，非典型骨与关节结核病例在增

加 ， 且 结 核 杆 菌 耐 药 情 况 不 容 乐 观 ， 医 务 人 员

已对这些情况越来越重视。脊柱结核是最常见的

肺外结核，早期诊断、规范化抗结核治疗，必要

时联合手术治疗是治愈脊柱结核的保障。随着科

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医疗器械的不断改进更新，在

规范化抗结核治疗的前提下，应用外科手术治疗

脊柱结核，可缩短治疗时间，减少各种并发症，

挽 救 患 者 的 神 经 功 能 ， 并 有 效 提 高 患 者 的 生 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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