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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应用无缝隙配合模式对颈椎病患者在接受前后入路联合内固定手术治疗的过程中 

实施手术配合的临床效果。方法 将 88例接受前后人路联合内固定手术治疗的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每组44例。对照组采用常规配合模式实施手术配合；观察组采用无缝隙配合模式实施手术配合。 

结果 两组治疗效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内固定手术操作时间、术后颈椎功能恢复正常时 

间、术后接受恢复治疗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围手术期出现不良反应的例数明显少于对照组(P< 

0．05)；手术护理模式患者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颈椎病再次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应用无缝隙配合模式对颈椎病患者在接受前后入路联合内固定手术治疗的过程中实施手术 

配合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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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erior and posterior approach combined th internal fix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experience of operative coordination PAN Yu—lin．Department of Orthopedic Spine，the Orthopaedic Hospital of 

Zhengzho u City，ttenan 450000，China 

[Abstract] 0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pplication of se~dnless coordination mode during anteri— 

or and posterior approach combined with internal fix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Meth- 

ods Eighty—eight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ho received anterior an d posterior叩- 

proach combined with internal fixation operat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with 

44 patients in each group．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coordination；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seam- 

less coordination mode of operation．Result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therapeutic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 

(P>0．05)；the internal fixation operation time，postoperative cervical function recovery time，postoperative treat- 

ment tim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number of adverse reac- 

tions during perioperation period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less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numing mode of operat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the postoperative relapse rate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seaiidess coordination mode for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received anterior and posterior approach combined with internal fixation has better therapeutic 

effects． 

[Key words] Seamless coordination mode； Cervical spondylosis； Anterior and posterior approach com- 

bined with internal fixation operation 

颈椎前后人路联合内固定手术是目前治疗颈椎 

病的一种重要方法 。在手术操作过程中采用无 

缝隙手术配合模式，可以保证手术治疗达到预定效 

果，进一步缩短操作时间和术后恢复时间，使疾病治 

疗更加彻底，防止病情在治疗后再次复发 。本研 

究对接受前后人路联合内固定手术治疗的颈椎病患 

者实施无缝隙手术配合，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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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1-09—2013-09我院收治 

的88例接受前后入路联合内固定手术治疗的颈椎 

病患者，按照人院时间顺序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 

组44例。对照组男 25例，女 l9例；年龄24～68 

(46．1±1．4)岁；病程 1～16(5．3±0．6)年。观察组 

男24例，女 20例；年龄 26～67(46．3±1．5)岁；病 

程 1—17(5．2±0．7)年。两组患者上述三项指标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配合模式实施手术配 

合。观察组采用无缝隙配合模式实施手术配合，主 

要内容包括：(1)巡回护士：①摆放合适体位；②密 

切观察病情变化；③对颅骨牵引情况进行评价；④按 

照医嘱术前给药；⑤对患者眼睛进行针对性保护。 

(2)器械护士：①认真清点手术相关器械和仪器；② 

常规消毒铺巾；③对患者进行妥善固定；④保证准确 

无误的同时尽量缩短器械传递时间 。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内固定手术操作 

时间、术后颈椎功能恢复正常时间、术后接受恢复治 

疗时间、围手术期出现不良反应例数、手术护理模式 

患者满意度、颈椎病手术治疗效果、治疗后颈椎病再 

次复发率等。 

1．4 疗效评定 疗程结束后对患者进行疗效评价， 

随访方法以电话随访和临床复诊为主，并将治疗效 

果分成(1)临床治愈：颈椎僵硬、疼痛、眩晕、恶心等 

症状表现彻底消失，术后相关检查结果显示颈椎结 

构和生理功能完全恢复正常，可以继续从事原工作； 

(2)有效：颈椎僵硬、疼痛、眩晕、恶心等症状表现明 

显减轻，术后相关检查结果显示颈椎结构和生理功 

能与治疗前比较有显著改善，工作和生活能力基本 

恢复正常；(3)无效：颈椎僵硬、疼痛、眩晕、恶心等 

症状表现没有减轻，术后相关检查结果显示颈椎结 

构和生理功能没有任何改善，仍然无法从事原工作。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 ±s)表示，两 

组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检验，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内固定手术操作时间、术后颈椎功能恢复正 

常时间、术后接受恢复治疗时间比较 观察组接受前 

后入路联合内固定手术操作时间为(39．74±5．33)min， 

术后颈椎生理功能恢复正常时间为(6．49士1．73)d， 

术后接受恢复治疗时间为(9．36±2．08)d；对照组依 

次为(52．58±6．45)min、(9．62±2．47)d、(13．76± 

3．15)d。两组三项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2 两组颈椎病手术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44例 

中，临床治愈 l8例，有效 22例，无效4例。对照组 

44例中临床治愈 14例，有效 17例，无效 13例。两 

组临床疗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771，P> 

0．05)。 

2．3 两组围手术期出现不良反应例数、手术护理模 

式患者满意度、治疗后颈椎病再次复发率比较 观 

察组围手术期出现不 良反应 2例(4．5％)，手术护 

理模式患者满意度为 95．5％(42／44)，治疗后颈椎 

病再次 复发率 为 6．8％ (3／44)；对照组依次 为 

22．7％(10／44)、77．3％(34／44)、27．3％(12／44)。 

两组三项观察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3 讨论 

3．1 颈椎病是目前临床骨科的一种常见病，随着我 

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在发生 

改变，颈椎病患者的临床发病率近年来也呈现逐年 

升高的趋势。现阶段临床对颈椎病患者实施治疗的 

方法以手术为主，不管任何类型的颈椎疾病及早进 

行手术均能够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神经功能恢复 

也更快L4 J。目前常用手术方式主要包括颈椎前路 

间盘摘除术、椎体间植骨融合加钢板内固定术、前后 

人路联合内固定术，治疗效果均较为理想。在手术 

操作过程中实施无缝隙配合，不仅可以保证手术操 

作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顺利进行，还能够使手术治 

疗效果显著提高，防止患者在围手术期内出现不良 

反应，手术治疗可以更加彻底 ，术后颈椎病复发率可 

明显降低，从根本上提高临床颈椎病患者对前后人 

路联合内固定手术配合模式的满意度。针对不同类 

型的颈椎病，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也是保证手术效 

果的重要因素 J。 

3．2 本研究中对观察组患者实施了无缝隙配合模 

式，经对比发现，该组患者的手术操作时间、术后颈 

椎功能恢复正常时间、术后接受恢复治疗时间均较 

对照组显著缩短，且患者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复发率 

低于对照组。由此可见，无缝隙配合模式在前后入 

路联合内固定手术中效果显著，值得关注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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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采用单腔中心静脉导管经皮穿刺留置冲洗脓腔经支气管镜吸引治疗肺脓肿的效 

果。方法 对20例肺脓肿与支气管相通的患者采用单腔中心静脉导管经皮穿刺置入脓腔，抽出脓液行细菌 

培养，根据药敏选择抗生素，同时应用0．5％甲硝唑溶液或敏感抗生素稀释液反复冲洗脓腔，冲洗脓腔时用支 

气管镜经病变肺叶支气管吸引流出冲洗液，直至冲洗液清亮，脓腔闭合，可拔出引流管。结果 20例患者15— 

25 d治愈出院，元并发症出现。结论 单腔中心静脉导管经皮穿刺留置冲洗脓腔经支气管镜吸引治疗与支 

气管相通的肺脓肿安全可靠、疗效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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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utaneous drainage and pus cavity lavage by placing an indwelling single cavity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and transbronchoscopic aspir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lung abscesses：clinical analysis of 20 cases HANG 

Zhi-qiang，LUO Zhao-gan，GAN Yuan．et a1．Department ofRespiratory，No．2 People s Hospital Guigang C y， 

Guangxi 53713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percutaneous drainage and the pus cavity lavage 

repeated by placing aIl indwelling single cavity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and transbronchoscopic aspiration in the treat- 

ment of pulmonary abscess．M ethods Totally 20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abscess were observed．In these patients，a 

single cavity central venous catheters were inserted into the pus cavity through percntaneous puncture and after that， 

pus germieultures and drug sensitivity tests were performed as well as 0．5％ metronidazole or other antibiotics accord— 

ing to the results of drug sensitive test were applied to wash the pus cavity repeatedly by bronchoscopy．The catheters 

were pulled out until the washing fluid became clear and the pus cavity closed．Results AU patients were cured be- 

tween 15 an d 25 days and no complications were found．Conclusion This way is safe and effective to treat the pul— 

monary abscess connected bronchi and it should be a more regularly used treatment method in clinic． 

[Key words] Lung abscess； Single cavity cen~al venous catheter； Indwelling； Transbronchoscopic as- 

piration 

肺脓肿是致病菌繁殖引起肺组织化脓性炎症、 

坏死而形成。大部分肺脓肿病例坏死组织液化破溃 

并经支气管部分排出，形成有液气平的脓腔，小部分 

病例局部包裹局限脓液排不出，病变有向周围扩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