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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观察围手术期介入高压氧治疗对脊髓型颈椎病(ＣＳＭ)患者术后脊髓功能恢复的影响ꎬ
并通过弥散张量成像(ＤＴＩ)技术探讨其作用机制ꎮ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拟接受颈椎后路手术治疗的

８０ 例 ＣＳＭ 患者分为高压氧组及对照组ꎬ每组 ４０ 例ꎮ ２ 组患者术后均给予常规治疗及康复训练ꎬ高压氧组在

此基础上辅以围手术期高压氧干预ꎮ 于术前、术后 ６ 个月随访时采用日本骨科学会(ＪＯＡ)评分系统评估患者

脊髓神经功能情况ꎻ同时于上述时间点对 ２ 组患者进行脊髓常规 ＭＲＩ 及 ＤＴＩ 扫描ꎮ 结果　 术后 ６ 个月随访时

２ 组患者 ＪＯＡ 评分均较治疗前有不同程度提高ꎬ并且高压氧组 ＪＯＡ 评分[(１１.３０±１.９３)分]明显优于对照组

水平(Ｐ<０.０５)ꎮ 经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发现ꎬ８０ 例 ＣＳＭ 患者术前 ＪＯＡ 评分与术前脊髓受压节段各向异性分

数(ＦＡ)、表观弥散系数(ＡＤＣ)值均存在显著相关性(Ｐ<０.０５)ꎻ术后 ６ 个月随访时入选患者 ＪＯＡ 评分与术后

脊髓 ＦＡ、ＡＤＣ 值仍存在显著相关性(Ｐ<０.０５)ꎻ随着脊髓损伤程度加重ꎬ其 ＦＡ 值逐渐降低ꎬＡＤＣ 值逐渐升高ꎮ
术后 ６ 个月随访时 ２ 组患者受损脊髓 ＦＡ 值均较术前显著升高ꎬＡＤＣ 值均较术前明显降低(Ｐ<０.０５)ꎻ并且高

压氧组脊髓 ＦＡ 值(０.７２６±０.０８７)显著高于对照组水平(Ｐ<０.０５)ꎬＡＤＣ 值[(１.１４８±０.０７９) ×１０－３ ｍｍ２ / ｓ]显著

低于对照组水平(Ｐ<０.０５)ꎮ 结论　 ＤＴＩ 量化指标能客观显示脊髓微观结构改变ꎬ真实反映脊髓病理状态ꎻ围
手术期高压氧治疗能进一步改善 ＣＳＭ 患者术后脊髓神经功能ꎬ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改善受损脊髓缺血、缺氧状

态、促进脊髓神经细胞及神经纤维修复有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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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髓型颈椎病 (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ｓｐｏｎｄｙｌｏｔｉｃ ｍｙｅｌｏｐａｔｈｙꎬ
ＣＳＭ)是由颈椎退行性病变引发的慢性脊髓损伤ꎬ通常

起病隐匿ꎬ重症者可导致严重四肢功能损伤[１￣２]ꎻ如不

及时给予相应治疗ꎬ容易造成脊髓神经功能不可逆损
害ꎮ 脊髓减压手术是解除脊髓压迫及促进神经功能恢
复的有效手段ꎬ但并不是所有的 ＣＳＭ 患者脊髓神经功
能在术后都能得到满意恢复ꎮ 相关研究表明ꎬ当高压
氧治疗脊髓损伤性疾病时能迅速改善脊髓受损部位缺
氧状态及微循环ꎬ加速脊髓神经细胞及神经纤维修复ꎬ
促进神经纤维再生[３￣５]ꎮ 弥散张量成像(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ｔｅｎ￣
ｓｏｒ ｉｍａｇｉｎｇꎬＤＴＩ)是利用水分子弥散运动时的各向异
性进行成像ꎬ可反映人体活体组织空间组成信息以及
病理状态下各组织成分间水分子交换情况ꎻＤＴＩ 能敏
感反映病变脊髓中水分子弥散各向异性改变ꎬ并提供
活体脊髓细微病理生理结构信息[６￣８]ꎮ 以往有研究者

将 ＤＴＩ 与传统 ＭＲＩ 进行比较ꎬ发现 ＤＴＩ 能更有效在
ＣＳＭ 早期反映脊髓神经损伤ꎬ从而更好地与 ＣＳＭ 患者

神经功能损伤程度相关联[９]ꎮ 近年来 ＤＴＩ 技术在

ＣＳＭ 脊髓功能评估及预后分析方面的应用日趋广泛ꎻ
基于此ꎬ本研究联合采用日本骨科学会(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Ｏｒ￣
ｔｈｏｐａｅｄ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ＪＯＡ)评分及脊髓 ＤＴＩ 技术观察
围手术期高压氧治疗对 ＣＳＭ 患者术后脊髓神经功能
恢复的影响ꎬ并探讨其作用机制ꎮ 现报道如下ꎮ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期间在河北省沧
州市中心医院住院并接受颈椎后路手术治疗的 ＣＳＭ
患者 ８０ 例ꎬ患者纳入标准包括:①有颈髓损伤的临床
症状及体征ꎬ并经影像学检查证实存在脊髓压迫ꎻ②均
行颈椎后路单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治疗ꎻ③术前、术后
６ 个月随访时均行颈椎 ＤＴＩ 检查ꎻ④患者对本研究知
情同意并签署相关文件ꎬ同时本研究经河北省沧州市
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项目编号:１７２３０２１４９)ꎮ
患者排除标准包括:①既往有颈椎手术史ꎻ②合并颈髓
外脊髓病变ꎬ包括胸椎黄韧带骨化、胸椎后纵韧带骨化
症、多发性硬化等ꎻ③合并脑血管病、运动神经元病、周
围神经病、肿瘤或感染等ꎻ④行颈椎前后路联合手术治
疗等ꎮ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上述患者分为高压氧组及
对照组ꎬ每组 ４０ 例ꎮ ２ 组患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病程、术前 ＪＯＡ 评分等(详见表 １)经统计学比较ꎬ
发现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具有可比
性ꎮ

表 １　 入选时 ２ 组患者一般资料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 女
年龄

(岁ꎬｘ－±ｓ)
高压氧组 ４０ ２８ １２ ５９.７５±６.４５
对照组 ４０ ２６ １４ ５９.２６±６.７１

组别　 例数 受教育程度
(年ꎬｘ－±ｓ)

病程
(月ꎬｘ－±ｓ)

ＪＯＡ 评分
(分ꎬｘ－±ｓ)

高压氧组 ４０ ８.７２±２.８ １０.８１±６.６４ ７.４５±２.１７
对照组 ４０ ８.８０±３.０ １０.７９±６.４５ ７.３８±２.２１

二、治疗方法
２ 组患者均行颈椎后路单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治

疗ꎬ根据病变范围确定开门椎节数ꎻ采用磨钻磨除铰链
侧椎板外侧缘骨皮质ꎬ形成 Ｖ 形骨槽ꎻ开门侧用磨钻
沿椎板关节突内侧缘磨透椎板内外层皮质并显露硬脊

膜ꎻ将开门侧椎板扳向铰链侧ꎬ使椎板呈开门状ꎬ开门
角度约 ４５~６０°ꎮ ２ 组患者术后均给予系统康复干预ꎬ
包括:①术后 １ ~ ３ ｄ 给予激素、脱水治疗及神经营养
干预ꎻ②术后 ２４ ｈ 颈部伤口辅以超短波理疗ꎬ每天 １
次ꎬ每次 ２０ ｍｉｎꎬ治疗 １０ 次为 １ 个疗程ꎻ③术后 ８ ｈ 行
轴位翻身ꎬ辅以颈部肌肉等长收缩训练ꎬ颈部肌肉每收
缩 １０ ｓ 则休息 １０ ｓꎬ反复收缩 １０ 次为 １ 组ꎬ每天训练
１０~１２ 组ꎻ术后 ２４ ｈ 行四肢关节及手指、足趾主动训
练ꎬ关节屈伸活动 ５０ ~ ６０ 次为 １ 组ꎬ每天训练 １０ ~ １２
组ꎻ术后 ３ ｄ 时指导患者佩戴颈围下床活动ꎬ并根据其
恢复情况辅以四肢肌力训练、手指功能训练、步行功能

训练、坐位￣站立位平衡训练、膀胱和直肠功能训练及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ꎻ术后 ８ 周去除颈围ꎬ并在之前
康复干预基础上增加颈椎屈伸训练ꎬ反复屈伸 ２０ ~ ３０
次为 １ 组ꎬ每天训练 ４~６ 组ꎮ

高压氧组在上述干预基础上辅以围手术期高压氧
治疗ꎮ 术前 １ 周即开始给予高压氧干预ꎬ采用 ＧＹ３２００
型高压氧舱ꎬ先用净化空气加压至 ０.２ ＭＰａꎬ患者吸氧
方式为面罩吸氧ꎬ升压时间 ２５ ｍｉｎꎬ吸氧时间 ６０ ｍｉｎꎬ
中间休息 １０ ｍｉｎ 改吸舱内空气ꎬ待吸氧结束减压
２５ ｍｉｎ后患者出舱ꎬ每次总治疗时间为１２０ ｍｉｎꎬ每天

治疗 １ 次ꎬ共治疗 ７ ｄꎮ 从术后 ２ ｄ 开始继续给予高压
氧治疗ꎬ治疗方式及时间同术前ꎬ每天治疗 １ 次ꎬ治疗
１０ ｄ为 １ 个疗程ꎬ术后共治疗 ２ 个疗程ꎮ

三、ＤＴＩ 数据采集
于术前、术后 ６ 个月随访时采集 ２ 组 ＣＳＭ 患者 ＤＴＩ

数据ꎬ选用美国 ＧＥ 公司产 ＭＲ ７５０ ３.０Ｔ 超导型磁共振

扫描仪行 ＤＴＩ 序列扫描(横轴位扫描 Ｃ１ ~Ｃ７ 水平)ꎬ采
用单次激励自旋回波成像序列ꎬ视野(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ｖｉｅｗꎬ
ＦＯＶ)２０ ｍｍ×２０ ｍｍꎬ重复时间(ｔｉｍｅ ｏｆ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ꎬＴ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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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００ ｍｓꎬ回波时间 ( ｔｉｍｅ ｏｆ ｅｃｈｏꎬ ＴＥ) ９８.３ ｍｓꎬ层厚
４ ｍｍꎬ层间距 ０ ｍｍꎬ矩阵 ９６×９６ꎬ激励次数 ４ꎬ弥散敏感
梯度方向为 １５ꎬ弥散加权系数 ｂ＝１０００ ｓ / ｍｍ２ꎮ

采用 ＧＥ ＡＷ４.６ 工作站进行 ＤＴＩ 图像分析ꎬＤＴＩ
原始数据选用 Ｆｕｎｃｔｏｏｌ ９.４.０５ 软件进行后处理ꎬ选择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Ｔｅｎｓｏｒꎬ使用 Ｃｏｒｒｅｃｔ 程序对图像进行校正ꎬ每
个横轴位层面可分别获得各向异性分数(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
ｉｓｏｔｒｏｐｙꎬＦＡ)图及表观弥散系数(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ｃｏ￣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ꎬＡＤＣ)图ꎮ 术前选取脊髓受压最严重层面ꎬ术
后 ６ 个月随访时选取相同层面ꎮ 在 ｂ０ 图像上手动选
取横轴位脊髓为感兴趣区域(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ꎬＲＯＩ)ꎬ
注意避开脊髓周围脑脊液ꎻ然后分别在每个层面 ＦＡ
及 ＡＤＣ 图上记录相应 ＲＯＩ 的 ＦＡ 值与 ＡＤＣ 值(图 １)ꎮ

四、疗效观察分析
于术前、术后 ６ 个月随访时分别采用 ＪＯＡ 评分对

２ 组患者脊髓神经功能进行评定ꎬＪＯＡ 满分为 ｌ７ 分ꎬ包
括上肢运动功能 ４ 分ꎬ下肢运动功能 ４ 分ꎬ上肢、下肢
及躯体感觉功能各 ２ 分ꎬ膀胱功能 ３ 分ꎮ 术前根据
ＪＯＡ 实测评分将入选 ＣＳＭ 患者脊髓功能状态分为轻
度损伤(ＪＯＡ 评分 １３~１６ 分)、中度损伤(ＪＯＡ 评分 ９~
１２ 分)及重度损伤(ＪＯＡ 评分≤８ 分)３ 个水平[１０]ꎮ

五、数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所得计量资料以( ｘ－ ± ｓ)表示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版统计学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ꎬ计量资料经正态
分布及方差齐性检验后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
验ꎬ术前、术后随访时组内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ｔ 检验ꎻ
轻度、中度及重度损伤各组患者数据比较采用方差分
析ꎬ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线性相关分析比较术前、术后 ＤＴＩ 参
数与 ＪＯＡ 评分间的相关性ꎬ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或具有显著相关性ꎮ

结　 　 果

一、入选患者脊髓 ＤＴＩ 参数与脊髓功能评分间的

相关性分析
术前轻度、中度及重度损伤 ＣＳＭ 患者其脊髓 ＦＡ

值 ３ 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Ｆ＝ ２２.８２５ꎬＰ<０.００１)ꎬ
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各组间差异亦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轻度、中度及重度损伤 ＣＳＭ 患者其脊髓
ＡＤＣ 值 ３ 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Ｆ ＝ １８.７９２ꎬＰ<
０.００１)ꎬ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各组间差异亦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具体数据见表 ２ꎻ表中数据显示ꎬ随
着脊髓损伤程度加重ꎬＦＡ 值逐渐降低ꎬ而 ＡＤＣ 值逐渐
升高ꎮ 经 Ｐｅａｒｓｏｎ 线性相关分析发现ꎬ所有 ＣＳＭ 患者
术前脊髓受压节段 ＦＡ 值、ＡＤＣ 值与术前 ＪＯＡ 评分均
存在显著相关性(Ｐ<０.００１)ꎻ术后 ６ 个月随访时ꎬ发现
患者脊髓 ＦＡ 值、ＡＤＣ 值与术后 ＪＯＡ 评分仍存在显著
相关性(Ｐ<０.００１)ꎬ其中 ＦＡ 值与 ＪＯＡ 评分呈显著正
相关ꎬＡＤＣ 值与 ＪＯＡ 评分呈显著负相关ꎮ 具体数据见
表 ３ꎮ

表 ２　 不同损伤程度 ＣＳＭ 患者脊髓 ＦＡ、ＡＤＣ 值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受损脊髓 ＦＡ 值
受损脊髓 ＡＤＣ 值
(×１０－３ ｍｍ２ / ｓ)

轻度损伤组 ２９ ０.６３０±０.０８６ １.１２３±０.１０１
中度损伤组 ２７ ０.４１２±０.０９８ａ １.３７８±１.２０４ａ

重度损伤组 ２４ ０.２５９±０.０７８ａｂ １.５３０±０.０９３ａｂ

　 　 注:与轻度损伤组比较ꎬａＰ<０.０５ꎻ与中度损伤组比较ꎬｂＰ<０.０５

表 ３　 手术前、后入选患者脊髓 ＦＡ、ＡＤＣ 值与 ＪＯＡ 评分

相关性分析

分析指标
术前 ＪＯＡ 评分
ｒ 值 Ｐ 值

术后 ＪＯＡ 评分
ｒ 值 Ｐ 值

术前 ＦＡ 值 ０.７７５ <０.００１ － －
术前 ＡＤＣ 值 －０.７２１ <０.００１ － －
术后 ＦＡ 值 － － ０.７５１ <０.００１
术后 ＡＤＣ 值 － － －０.７０６ <０.００１

二、手术前、后 ２ 组患者 ＪＯＡ 评分及 ＤＴＩ 数据比较
手术前、后高压氧组及对照组 ＪＯＡ 评分、脊髓 ＦＡ

值、ＡＤＣ值详见表４ꎻ表中数据显示ꎬ术后６个月随访

注:ａ－沿着受压脊髓手动选取感兴趣区域(ｂ０ 图像)ꎻｂ－获取相应层面脊髓 ＦＡ 值(ＦＡ 图)ꎻｃ－获取相应层面脊髓 ＡＤＣ 值(ＡＤＣ 图)
图 １　 受压脊髓 ＦＡ 与 ＡＤＣ 值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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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高压氧组、对照组 ＪＯＡ 评分均较术前明显改善(Ｐ<
０.０５)ꎻ并且术后 ６ 个月随访时高压氧组及对照组脊髓
ＦＡ 值均较术前显著升高(Ｐ<０.０５)ꎬＡＤＣ 值均较术前
明显降低(Ｐ<０.０５)ꎮ 通过进一步组间比较发现ꎬ术前
高压氧组、对照组 ＪＯＡ 评分、脊髓 ＡＤＣ 值及 ＦＡ 值组
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术后 ６ 个月随访
时ꎬ发现高压氧组 ＪＯＡ 评分、脊髓 ＦＡ 值均显著高于对
照组水平(Ｐ<０.０５)ꎬＡＤＣ 值则明显低于对照组水平
(Ｐ<０.０５)ꎬ具体数据见表 ４ꎮ

表 ４　 手术前、后 ２ 组患者 ＪＯＡ 评分及脊髓 ＦＡ、ＡＤＣ 值

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ＪＯＡ 评分
(分) 脊髓 ＦＡ 值

脊髓 ＡＤＣ 值
(×１０－３ ｍｍ２ / ｓ)

高压氧组

　 手术前 ４０ ７.４５±２.１７ ０.４５９±０.０９４ １.３５５±０.１２２
　 手术后 ４０ １１.３０±１.９３ａｂ ０.７２６±０.０８７ａｂ １.１４８±０.０７９ａｂ

对照组

　 手术前 ４０ ７.３８±２.２１ ０.４５５±０.１０２ １.３６０±０.１０８
　 手术后 ４０ ９.６１±１.７９ａ ０.６３６±０.０９３ａ １.２２３±０.０８７ａ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ꎬａＰ<０.０５ꎻ与对照组术后比较ꎬｂＰ<０.０５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术后 ６ 个月随访时高压氧组及

对照组 ＪＯＡ 评分均较术前明显改善ꎬ表明颈椎减压手
术能促进 ＣＳＭ 患者脊髓功能恢复ꎻ另外术后随访时高
压氧组 ＪＯＡ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水平ꎬ提示围手术期
高压氧治疗能更显著改善 ＣＳＭ 患者术后脊髓神经功
能ꎮ

椎间盘退变是 ＣＳＭ 最早也是最基本病理改变之
一ꎻ随着退变进展ꎬ患者颈椎生物力学特点发生改变ꎬ
椎体后缘骨赘形成ꎬ后纵韧带、黄韧带退变增生ꎬ椎管
容积逐渐减小ꎻ在静态压迫、动态刺激等多种因素共同
作用下最终导致脊髓缺血、缺氧而出现功能障碍ꎮ 目
前认为手术减压是阻止 ＣＳＭ 疾病进展的有效方法ꎬ理
论上颈椎减压手术能扩大狭窄椎管ꎬ释放受压脊髓并
解除压迫ꎬ增加脊髓神经组织血液供应ꎬ改善脊髓缺
血、缺氧状态ꎬ促进脊髓神经组织修复及神经功能恢
复[１１￣１２]ꎮ 但是在临床实践中发现ꎬ并不是所有 ＣＳＭ 患

者经手术治疗后都能获得满意神经功能恢复ꎬ因此如
何改善术后脊髓神经功能是临床医师及 ＣＳＭ 患者极
为关注的重要问题ꎮ

近年来高压氧在脑出血、脑外伤及脑神经损伤等
颅脑疾病治疗中均得到广泛应用ꎬ其临床疗效也获得
普遍认可[１３￣１４]ꎮ 大量文献报道ꎬ高压氧能有效改善脊

髓损伤部位缺血、缺氧状态及微循环ꎬ在保护脊髓神经

细胞方面具有明显优势[３￣５]ꎮ 既往研究发现ꎬ无论
ＣＳＭ 脊髓减压手术动作如何轻柔ꎬ均会对患者脊髓及

神经根功能造成影响ꎬ手术过程中的减压操作会导致
脊髓受到刺激ꎬ而手术后的缺血再灌注损伤及反应性
水肿也会进一步加重脊髓受损ꎬ从而给患者术后神经
功能恢复带来不利影响[５]ꎮ 张咏等[１５] 对 ＣＳＭ 患者术
前进行为期 １ 周的高压氧预干预ꎬ通过体感诱发电位
及 ＪＯＡ 评分评估术后脊髓功能恢复情况ꎬ结果显示术
前高压氧预干预能促进术后患者神经功能恢复ꎮ 吴秀
芸[１６]对 １ 例颈椎前路减压植骨内固定术后其神经系
统症状仍无明显改善患者给予高压氧治疗ꎬ发现经 ２
个疗程(２０ ｄ)治疗后患者双上肢麻木及疼痛症状减
轻ꎻ经 ３ 个疗程治疗后患者下肢肌力明显改善ꎮ 山瑞
荣等[１７]对 ３１ 例行颈椎后路全椎板减压植骨融合内固
定 ＣＳＭ 患者术后给予 １４ ｄ 高压氧治疗ꎬ发现有效率
高达 ９３.５％ꎮ 为进一步促进 ＣＳＭ 患者脊髓神经功能
恢复ꎬ本研究高压氧组于术前给予 １ 周高压氧预干预ꎬ
并于术后继续给予 ２０ ｄ 高压氧治疗ꎮ 术后 ６ 个月随
访时发现高压氧组及对照组脊髓功能均较术前明显改
善ꎬ并且高压氧组 ＪＯＡ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ꎬ提示围
手术期高压氧治疗能进一步改善 ＣＳＭ 患者术后脊髓
神经功能ꎬ其治疗机制可能包括:①高压氧能迅速提高
受损脊髓氧分压ꎬ增加血氧浓度ꎬ进而纠正受损脊髓缺
血、缺氧状态ꎻ②高压氧能增加毛细血管血氧弥散范
围ꎬ使脊髓受损部位获得充足氧供ꎬ从而减少神经细
胞、神经纤维坏死、凋亡ꎬ加速神经细胞及神经纤维修
复ꎻ③高压氧具有改善局部微循环、加速酸性代谢产物
清除、减轻钙超载等多种效应ꎬ能保护神经细胞并加速
神经纤维修复、毛细血管再生ꎻ④高压氧能促使脊髓血
管收缩、渗出减少ꎬ从而减轻脊髓肿胀等[１５￣１８]ꎮ

ＤＴＩ 是主要用于研究神经系统纤维束弥散各向异
性ꎬ并通过三维成像显示纤维束走行的成像技术ꎬ能显
示损伤后神经纤维束受压、变形、移位及断裂等情
况[１９]ꎮ ＦＡ 值是弥散张量各向异性成分与整个弥散张
量的比值ꎬ脊髓 ＦＡ 值与脊髓纤维束致密性、完整性及
方向性密切相关ꎬ水分子沿纤维束走行方向的弥散程
度越高ꎬ则 ＦＡ 值越大ꎻ当脊髓受压发生纤维束中断、
完整性破坏时ꎬ病变区域水分子弥散各向异性程度减
弱ꎬ出现 ＦＡ 值降低[１９￣２１]ꎮ ＡＤＣ 值反映弥散梯度磁场
施加方向上水分子弥散特点ꎬＡＤＣ 值增加提示脊髓组
织内所含自由水分子增多[２０￣２２]ꎮ 本研究对 ＣＳＭ 患者
脊髓 ＤＴＩ 参数与 ＪＯＡ 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ꎬ发现术
前、术后脊髓 ＦＡ、ＡＤＣ 值均与 ＪＯＡ 评分具有显著相关
性ꎬ其中 ＦＡ 值与 ＪＯＡ 评分呈显著正相关ꎬＡＤＣ 值与
ＪＯＡ 评分呈显著负相关ꎻ即随着脊髓损伤程度加重ꎬ患
者脊髓 ＦＡ 值逐渐降低ꎬＡＤＣ 值则逐渐升高ꎮ

ＪＯＡ 作为一个功能性评分量表ꎬ其结果数据并不
能真实反映脊髓病理状态ꎻ而 ＤＴＩ 量化指标能显示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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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微观结构改变ꎬ反映脊髓真实病理状态ꎬ因此本研究
同时引入 ＤＴＩ 指标对患者脊髓情况进行评估ꎮ 术后 ６
个月随访时ꎬ发现高压氧组脊髓 ＦＡ 值较对照组显著
升高ꎬＡＤＣ 值较对照组明显降低ꎬ表明高压氧组术后
脊髓神经细胞缺血、缺氧状态较对照组明显改善ꎬ受损
细胞膜得到及时修复ꎬ细胞通透性降低ꎬ细胞内、外间
隙水分子流动性显著减弱ꎬ故 ＦＡ 值较对照组显著升
高ꎬＡＤＣ 值较对照组明显降低ꎻ另外高压氧组神经纤
维也获得更好修复与再生ꎬ水分子垂直于脊髓纤维束
方向的弥散程度显著降低ꎬ即各向同性显著降低ꎬ而沿
脊髓纤维束方向的各向异性弥散程度明显增强ꎬ也会
表现 ＦＡ 值显著升高ꎬＡＤＣ 值明显降低ꎬ提示高压氧组
受损脊髓微观结构获得更好重塑ꎬ脊髓病理状态得到
明显纠正ꎮ

综上所述ꎬ本研究结果表明ꎬＤＴＩ 量化指标能客观
显示脊髓微观结构改变ꎬ真实反映脊髓病理状态ꎻ围手
术期高压氧干预能进一步改善 ＣＳＭ 患者术后脊髓神
经功能ꎬ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改善受损脊髓缺血、缺氧状
态、促进脊髓神经细胞及神经纤维修复有关ꎮ 需要指
出的是ꎬ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小ꎬ上述结果数据还需大
样本研究进一步验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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