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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外科微创手术的发展与应用

孟长江
武安市中医院 河北 武安 056300

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脊柱外科微创手术的发展历程、技术特点及其在临床中的应用现状。通过对微创脊柱外科

技术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其在减少手术创伤、加速术后恢复、降低并发症发生率等方面的显著优势。文章还展望了未

来微创脊柱外科技术的发展趋势，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和临床医生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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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脊柱作为人体的支柱结构，承载着支撑身体和保护脊

髓等重要功能。然而，由于年龄、疾病、外伤等因素，脊

柱疾病的发生率逐年上升，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

响。传统的开放手术虽然疗效确切，但手术创伤大、恢复

时间长、并发症多，给患者带来较大痛苦。随着医学技术

的不断进步，脊柱外科微创手术应运而生，以其独特的优

势逐渐成为脊柱疾病治疗的重要手段。

1 脊柱外科微创手术的发展历程

1.1  起步阶段
脊柱外科微创手术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

初，这一时期标志着其在医学领域的初步探索。起初，

这一技术是在显微外科和经皮介入外科技术的基础上逐

渐发展起来的。显微外科技术的发展为脊柱手术提供了

更为精细的手术操作手段，而经皮介入技术则减少了手

术对脊柱周围组织的损伤。然而，在起步阶段，脊柱外

科微创手术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脊柱作为人体的核心

支撑结构，具有复杂的解剖结构和生理功能。这使得微

创手术在脊柱领域的应用相对困难，手术操作过程复杂

且风险较高。此外，当时的手术器械和辅助设备相对简

陋，无法满足微创手术对高精度和可视化的要求。尽管

如此，随着医学理念的不断更新和手术技术的进步，微

创脊柱外科技术逐渐获得了医学界的认可。医生们开始

意识到微创手术在减少手术创伤、加速术后恢复等方面

的潜在优势。因此，微创脊柱外科技术开始逐渐在临床

中得到应用，为脊柱疾病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1]。在

这一阶段，微创脊柱外科技术的应用范围相对有限，主

要适用于一些简单的脊柱病变。然而，随着技术的不断

发展和完善，其适应证范围逐渐扩大，能够应用于更多

复杂和严重的脊柱疾病。同时，医生们也不断积累临床

经验，改进手术技术，为微创脊柱外科技术的进一步发

展奠定了基础。

1.2  发展阶段
近十年来，脊柱外科微创手术领域经历了显著的技

术革新，这一发展阶段标志着该领域取得了革命性的进

步。这一进步的核心在于现代手术辅助设备的引入，特

别是内窥镜、导航系统和机器人辅助技术的广泛应用。

内窥镜技术的引入为脊柱微创手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

视化效果。通过高清内窥镜，医生能够实时观察手术部

位的详细结构，从而更准确地判断病变情况并进行精准

操作。这一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手术的精准度，减少了手

术过程中对周围正常组织的损伤。导航系统则为脊柱微

创手术提供了更为精确的定位能力。结合术前影像数据

和实时手术视野，导航系统能够引导医生准确到达病变

部位，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这不仅提高了手术的成功

率，还进一步降低了手术风险。机器人辅助技术的出现

更是为脊柱微创手术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机器人系统

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稳定性，能够执行更为复杂和精细

的手术操作。在机器人的辅助下，医生能够更轻松地完

成一些传统手术难以实现的手术步骤，从而进一步扩大

了微创手术的适应证范围。这些先进设备的应用不仅提

高了手术的精准度和安全性，还为更多复杂的脊柱病变

提供了微创治疗的可能性。如今，微创脊柱外科手术已

经能够应用于腰椎间盘突出症、脊柱骨折、脊柱侧弯与

滑脱以及脊柱肿瘤等多种疾病的治疗中，取得了显著的

临床效果。这一发展阶段的成果不仅为患者带来了更好

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也为脊柱外科领域的未来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脊柱外科微创手术的技术特点

2.1  微小切口与低创伤
微创手术采用微小切口和专用器械进行操作，显著

减少了对皮肤、肌肉和韧带的损伤。这种低创伤的特点

使得患者术后疼痛明显减轻，恢复时间缩短，同时减少

了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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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精度与可视化
借助内窥镜、导航系统和影像引导技术，医生可以

清晰地观察到手术部位的病变情况，实现精准定位和操

作。这种高精度和可视化的特点提高了手术的成功率，

降低了对周围组织的损伤风险。

2.3  快速康复与低并发症
由于手术创伤小、恢复快，微创手术患者在术后可

以更早地进行康复训练和日常活动。同时，由于手术精

确度高、对周围组织的损伤小，术后感染、神经损伤等

并发症的发生率也显著降低。

3 脊柱外科微创手术的临床应用

3.1  腰椎间盘突出症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脊柱外科常见的疾病之一，传统

开放手术虽然有效，但创伤大、恢复慢。随着微创技术

的发展，椎间孔镜技术和双通道技术逐渐成为治疗腰

椎间盘突出症的主要微创手术方式。椎间孔镜技术是一

种通过微小切口，利用特制的椎间孔镜进入病变部位进

行手术的技术。该技术能够在直视下观察突出的腰椎间

盘，并对其进行精确切除或减压，从而有效缓解患者的

腰腿疼痛症状。由于切口微小，周围组织损伤小，患者

术后恢复快，通常能够在短时间内恢复正常生活和工

作。双通道技术则是一种结合内窥镜和传统手术器械的

微创技术。该技术通过两个微小通道，一个用于内窥镜

观察，另一个用于手术器械操作，实现对病变部位的精

确处理。双通道技术既保留了传统手术的直接操作优

势，又结合了微创技术的可视化特点，使得手术更加安

全、精确。在应用这两种微创技术时，医生会根据患者

的具体病情和影像学资料制定个性化的手术方案。通过

精确的术前定位和规划，医生能够在手术中避免对正常

组织的损伤，确保手术效果的最大化[2]。对于腰椎间盘

突出症患者而言，微创手术不仅减少了手术创伤和疼

痛，还显著缩短了术后恢复时间。患者通常能够在术后

几天内下床活动，并逐渐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此外，由于微创手术的精确度高，术后复发率也相对较

低，为患者带来了更好的长期治疗效果。

3.2  脊柱骨折
脊柱骨折是脊柱外科常见的严重损伤，对于稳定性

的脊柱骨折患者，经皮椎体成形术（PVP）和经皮椎体后
凸成形术（PKP）等微创技术成为了重要的治疗选择。这
些技术通过小切口操作，实现了对骨折椎体的有效固定

和复位，为患者带来了显著的治疗效果。经皮椎体成形

术（PVP）是一种通过皮肤小切口，将骨水泥注入到骨折
椎体中的技术。骨水泥在注入后会迅速固化，从而稳定

骨折部位，防止进一步损伤。PVP技术不仅能够有效缓解
疼痛，还能够恢复椎体的稳定性和承重能力，使患者能

够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PKP）则是
在PVP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在注入骨水泥之前，
PKP技术会先通过气囊等工具对骨折椎体进行复位，以
恢复其正常形态。然后再注入骨水泥进行固定，这样能

够更好地恢复椎体的生理功能和稳定性。这两种微创技

术相比传统开放手术具有显著优势。首先，小切口操作

减少了手术创伤和出血，降低了手术风险。其次，骨水

泥的注入能够迅速稳定骨折部位，缓解疼痛，使患者能

够更早地进行康复训练。最后，由于手术操作简单、恢

复快，患者的住院时间也大大缩短，减轻了医疗负担。

在选择应用PVP或PKP技术时，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病
情、骨折类型以及影像学资料进行综合评估。通过精确

的术前规划和定位，医生能够在手术中准确地将骨水泥

注入到骨折椎体，确保手术效果的最大化。

3.3  脊柱侧弯与滑脱
针对轻度的脊柱侧弯和滑脱患者，微创手术提供了

一种有效的治疗选择。这些手术不仅注重矫正和固定，

还强调在操作过程中保留正常的脊柱结构，以最大限度

地减少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在微创手术中，内窥镜

技术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高清的内窥镜，医生能够清

晰地观察到脊柱的内部结构，包括椎间盘、椎体和神经

组织等。这种可视化的操作方式使得医生能够更准确地

判断病变程度和位置，为手术提供精确指导。同时，导

航系统也为微创手术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通过结合术

前影像数据和实时手术视野，导航系统能够精确地定位

病变部位，指导医生进行准确的手术操作。这不仅提高

了手术的精准度，还减少了手术过程中对正常组织的损

伤。在脊柱侧弯和滑脱的微创手术中，常用的手术方法

包括脊柱内固定和椎间融合。脊柱内固定技术通过植入

螺钉、钢板等器械，将脊柱两侧的椎体牢固地连接在一

起，从而矫正侧弯并稳定滑脱的椎体。椎间融合技术则

通过植入骨块或人工材料，促进相邻椎体之间的融合，

进一步稳定脊柱结构。这些微创手术在操作过程中注重

保留正常的脊柱结构。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

择适当的手术方法和器械，确保手术过程中不对正常组

织造成过多的损伤[3]。同时，在手术过程中，医生还会

密切关注患者的生命体征和神经功能状态，确保手术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通过微创手术的治疗，轻度的脊柱侧

弯和滑脱患者可以获得显著的矫正效果。手术后，患者的

脊柱结构得到恢复，疼痛得到缓解，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

高。此外，由于微创手术具有创伤小、恢复快等优点，患



国际全科医学·2024� 第5卷� 第3期

105

者通常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重返工作岗位或正常生活。

3.4  脊柱肿瘤
对于脊柱肿瘤患者，微创技术提供了更为精准和高

效的治疗选择。这些技术不仅减少了手术的创伤和并发

症，还显著改善了患者的预后，为脊柱肿瘤的治疗带来

了革命性的进步。在脊柱肿瘤的治疗中，经皮穿刺活检

是一项重要的微创诊断技术。通过小切口或针孔，医生

能够精确地获取肿瘤组织样本，为后续的病理诊断和治

疗提供重要依据。与传统的开放活检相比，经皮穿刺活

检具有创伤小、恢复快等优点，同时能够降低感染和出

血的风险。一旦肿瘤性质明确，医生可以采用内窥镜下

肿瘤切除术等微创技术进行肿瘤切除。内窥镜技术通过

微小的切口或自然孔道进入体内，结合高清摄像头和手

术器械，实现对肿瘤组织的精准切除。这种手术方式能

够减少手术对周围组织的损伤，降低手术风险，并加速

患者的术后恢复。在手术过程中，医生会结合导航系统

对肿瘤进行精确定位。导航系统能够根据术前影像数

据，实时显示肿瘤的位置和大小，指导医生进行准确的

手术操作。这种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手术的精准度，

还确保了手术过程中的安全性。此外，微创技术还注重

保留患者的正常生理功能。在肿瘤切除过程中，医生会

尽量避免对正常组织造成过多的损伤，以保护患者的神

经和血管等重要结构。这有助于减少手术后的并发症和

后遗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4 未来展望

在医学技术的浪潮中，脊柱微创手术的未来充满无

限可能。随着手术器械和辅助设备的持续更新迭代，手

术的精准度和安全性将达到新的高度。新型的高清内

窥镜、更先进的导航系统和智能化的手术机器人将为医

生提供更为清晰、精准的手术视野和操作平台。与此同

时，随着对微创技术的深入研究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

如机器人辅助手术和人工智能辅助手术，将赋予医生更

强大的手术能力和更高效的手术流程[4]。这些技术能够

减少人为因素带来的误差，提高手术的标准化和可复制

性，为患者带来更为安全和可靠的治疗方案。此外，多

学科的合作将成为推动微创脊柱外科技术发展的重要力

量。脊柱外科、影像科、神经科、康复科等多学科的紧

密合作，将促进技术的交叉融合和临床应用的拓展。通

过共同研究和探索，将为患者提供更加全面、个性化的

治疗方案，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和患者的生活质量。脊

柱微创手术的未来充满挑战和机遇。随着技术的不断发

展和创新，相信将为更多患者带来更为精准、安全、有

效的治疗选择。

结语

脊柱外科微创手术以其独特的优势在脊柱疾病治疗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减少手术创伤、加速

术后恢复和降低并发症发生率等方面为患者带来了福

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微创脊

柱外科技术的未来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我们期待未来

能够出现更多创新性的微创脊柱外科技术为脊柱疾病患

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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