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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并发胸部创伤的颈椎损伤患者临床特征$方法
!

回顾性分析在该院住院治疗的颈椎损伤患者
$#"

例!单

纯颈椎损伤患者
"$

例为对照组!并发胸部创伤的颈椎损伤患者
/+

例为研究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漏诊率'治疗方

式'并发症'转归情况$结果
!

两组患者的性别比例'年龄分布'致病原因以及损伤部位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研究组

患者的漏诊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研究组需要呼吸机'需要切开气管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O

#

%*%/

#!研究组手术治疗距离入院时间明显长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研究组延期手术的比例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研究组患者发生呼吸道感染'呼吸功能障碍以及电解质紊乱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两组患者尿道感染和消化道出血的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研究组患者的平均住院

时间明显长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以及死亡比例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

结论
!

与单纯颈椎损伤相比!并发胸部创伤的颈椎损伤患者病情更重!需要切开气管'呼吸机的比例更高!住院时间更长!并发症

更多!应引起临床的足够重视$

关键词"胸部创伤*

!

颈椎损伤*

!

临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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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伤是由一种致伤原因导致
%

#

个部位的严重损伤#胸

部创伤和颈椎损伤属于临床常见的多发损伤#目前呈逐渐上升

趋势(

$)#

)

*由于颈椎的特殊解剖结构#颈椎损伤常伴随胸部损

伤#而且还容易造成颈椎骨折损伤等临床表现被其他损伤所掩

盖#造成颈椎损伤患者不能得到及时的诊治#对患者的预后以

及生活质量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

)

*如何有效地在复杂的伤情

中辨别颈椎损伤#是目前临床关注的问题之一(

,

)

*本研究比较

并发胸部创伤的颈椎损伤与单纯颈椎损伤患者的临床特征#为

及时诊治颈椎损伤提供科学依据#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回顾性分析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

院住院治疗的颈椎损伤患者
$#"

例#其中单纯颈椎损伤患者

"$

例为对照组#并发胸部创伤的颈椎损伤患者
/+

例为研究

组*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1*.̀ $$*1

%岁&致伤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5ABX?;!@E:

!

S9=8B?C#%$"

!

Y8@*$,

!

Z8*#%



原因!坠落伤
.#

例#交通伤
##

例#砸伤
$%

例#其他
"

例&损伤

部位!高颈段
$,

例#低颈段
/"

例*研究组男
.,

例#女
##

例&

平均年龄$

,%*#`1*"

%岁&致伤原因!坠落伤
#"

例#交通伤
$"

例#砸伤
&

例#其他
,

例&损伤部位!高颈段
$#

例#低颈段
,,

例*本研究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两组患者的性别

比例'年龄分布'致病原因以及损伤部位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O

'

%*%/

%#有可比性*

$*/

!

纳入标准
!

均为颈椎损伤患者&既往均无颈椎病史&均为

首次发生颈椎损伤&不伴随其他重大器官的先天损伤&不合并

精神类疾病患者&临床资料齐全的患者*

$*'

!

排除标准
!

胸椎骨折患者&合并严重脑外伤处于昏迷的

患者&排除神经功能不全的患者&排除合并颈椎病史的患者&排

除肿瘤的患者&排除合并糖尿病的患者&排除临床资料不全的

患者*

$*1

!

方法
!

比较两组患者的漏诊率'治疗方式'并发症'转归

情况*漏诊的评判标准为患者入重症监护室$

O!T

%时未发现

的损伤#在多次检查评估后发现的损伤以及早期的病例中未记

录的损伤*漏诊率为漏诊例数"患者总例数
i$%%-

*治疗方

式包括是否需要呼吸机#是否需要切开气管#是否手术治疗#手

术治疗距离入院时间*并发症包括呼吸道感染#尿道感染#呼

吸功能障碍#电解质紊乱#消化道出血*转归情况包括平均住

院时间#治愈及好转例数#未治愈例数#死亡例数#评判标准参

考美国脊柱损伤协会$

6NO6

%神经功能分级标准(

/

)

#

L

级判定

为治愈#好转的评判标准为比治疗前上升至少
$

个等级#未治

愈的评判标准为与治疗前相比评判级别没有改变甚至下降的

患者*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MNN$"*%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

理#计量资料以
G È

进行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9

检验&计数资

料以(

.

$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O

#

%*%/

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漏诊率比较
!

研究组患者的漏诊率为
#+*"-

#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

O

#

%*%/

%*

/*/

!

两组患者治疗方式的比较
!

研究组患者需要呼吸机'需

要切开气管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研究组患者手术治疗距离

入院时间明显长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研

究组延期手术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O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方式比较

组别
.

需要呼吸机

(

.

$

-

%)

需要切开气管

(

.

$

-

%)

手术治疗时机(

.

$

-

%)

及时手术 早期手术 延期手术

手术治疗距离入院

时间$

G È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研究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或
9 ,*.%% /*&"" +*$./ +*#/&

O %*%.& %*%$/ %*%$. %*%%%

/*'

!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

研究组患者发生呼吸道

感染'呼吸功能障碍以及电解质紊乱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两组患者发生尿道感染和消化

道出血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的比较(

.

#

-

&)

组别
.

呼吸道感染 尿道感染
呼吸功能

障碍

电解质

紊乱

消化道

出血

对照组
"$ #.

$

.#*,

%

$"

$

#.*1

%

$+

$

##*/

%

$#

$

$+*1

%

+

$

&*,

%

研究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 %*%$% %*%11 %*%#/ %*%$+ %*+++

表
.

!!

两组患者转归情况比较

组别
.

平均住院时间

$

G̀ E

#

;

%

治疗效果(

.

$

-

%)

治愈 好转 未好转

死亡

(

.

$

-

%)

对照组
"$ $/*1̀ ,*$ $#

$

$+*1

%

,1

$

+1*%

%

$%

$

$,*$

%

$

$

$*,

%

研究组
/+ #.*/̀ /*. $%

$

$"*&

%

."

$

++*$

%

1

$

$+*$

%

#

$

.*+

%

9

"

!

#

&*#1. %*%%1 %*+.%

O %*%%% %*1#. %*,#"

/*1

!

两组患者转归情况的比较
!

研究组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

明显长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两组患者的

治疗效果以及死亡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见

表
.

*

'

!

讨
!!

论

目前#高能创伤不断增加#其中以胸部创伤和颈椎损伤为

主*有研究指出#造成颈椎骨折损伤的主要致病因是坠落伤和

交通伤&在临床上发现#胸部创伤会导致颈椎损伤的诊治造成

困难#延误了颈椎损伤的治疗#造成并发症增多#治疗效果差等

不良结局(

+

)

*本研究区分并发胸部创伤的颈椎损伤患者与单

纯颈椎损伤患者的临床特征#为临床提高治疗颈椎损伤的疗效

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中研究组患者的漏诊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O

#

%*%/

%*研究结果表明#并发胸部创伤的颈椎损

伤漏诊率要高于单纯颈椎损伤*可能原因是颈椎损伤以及胸

部创伤多为多发伤#多发伤可能会包含颅脑损伤#且并发胸部

创伤的颈椎损伤患者切开气管的比例明显高于单纯颈椎损伤

患者#切开气管导致交流困难#而且并发胸部创伤的颈椎损伤

患者病情较重#多处于抢救状态(

"

)

*所以#与单纯颈椎损伤相

比#并发胸部创伤的颈椎损伤更容易被漏诊*

本研究中研究组患者需要呼吸机'需要切开气管的比例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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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长于对照组#研究组患者手术治疗距离入院时间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研究组患者发生呼吸道

感染'呼吸功能障碍以及电解质紊乱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两组患者发生尿道感染和消化

道出血比例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研究结果表明#

研究组患者病情严重#更需要切开血管以及呼吸机治疗#而且

并发症也较多*可能原因是并发胸部创伤的颈椎损伤更容易

影响呼吸功能#应该保持患者的呼吸畅通#而且在严重创伤患

者中切开气管才能更好地控制通气#降低病死率(

&)1

)

*并发胸

部创伤的颈椎损伤的创伤严重#早期手术风险较大#有的还要

采取非手术方式*初期的胸部损伤患者不能进行
!7

以及核

磁共振检查#不能及时给颈椎损伤定位#手术无法进行#所以并

发胸部创伤的颈椎损伤患者延期手术的比例较高*研究组的

并发症发生率高于对照组#可能的原因是并发胸部创伤的颈椎

损伤患者切开气管以及采用呼吸机的比例较高#气管切开增加

了呼吸道'泌尿道感染的可能性#并导致提升了呼吸功能障碍#

采用呼吸机也增加了感染的风险#加重病情(

$%)$$

)

*且颈椎损

伤可能会出现脑性盐耗综合征导致出现电解质紊乱的情况#并

发胸部创伤的颈椎损伤患者伤情更重#并发电解质紊乱的比例

更高(

$#)$.

)

*

本研究中研究组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明显长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以及死亡比

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研究结果表明#研究组患者

的住院时间较长与选择手术时机有关#并发胸部创伤的颈椎损

伤多选择延期手术#而且病情较重#住院时间较长*对照组患

者的治愈比例高于研究组#研究组的病死率高于对照组#可能

是由于样本量较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

综上所述#与单纯颈椎损伤相比#并发胸部创伤的颈椎损

伤病情更重#需要切开气管'呼吸机的比例更高#住院时间更

长#并发症更多#应引起临床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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