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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退化性脊柱側彎？

退化性腰椎側彎（圖1）是老年人中常見的脊柱側彎病。定義為

成年患者的脊柱畸形Cobb angle大於10° 4、11、12。一般退化性脊柱

側彎是原發性，即是原本挺直的脊柱發展成側彎；而其病因主要

是脊柱勞損加速退化造成，漸進性不對稱椎間盤退化和及小面關

節損壞而引致脊柱變型。

退化性脊柱側彎有多普遍？

在香港沒有實際數字，但臨床經驗中已呈上升趨勢 及有治療需

要。在發達國家的發病率可高達68％。1, 2, 6–10

退化性脊柱側彎的分類? 

Aebi 2015 將成人脊柱側彎區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為原發性變性脊柱側彎，在骨

骼成熟後發展，其特徵是椎體結構輕

微畸形，高度退化以及明顯的下腰椎

彎曲。

第二類脊柱側彎是漸進特發性畸形，

側彎在骨骼成熟之前形成，但在成年

後才有症狀。

第三類繼發性脊柱側彎

（a）特發性或其他形式的脊柱側彎，

或由於腿長差異，髖部病理或腰肋部

異常而導致盆腔傾斜，主要位於胸腰

部，腰部或腰肋

（b）繼發代謝性骨病（主要是骨質疏鬆症）並伴有不對稱關節炎疾病和/或椎骨骨折的

脊柱側彎 4

甚麼原因導致退化性脊柱側彎？

儘管病因尚未完全明確，但它可能與椎間盤和小關節的不對稱性退化，導致神經受

圖 1  退化性脊柱側彎的X光

SRS- Schwab 分類2012 說明在甚麼類型和嚴重程度。基於不
同類別及嚴重程度而作出適當治療。



頁 3 / 8

成人退化性脊柱側彎的常見問題

壓有關。

治療這一種病是相對困難的。因為老年人相對多長期疾病、以往缺乏精準儀器、神

經功能缺損、畸形相對僵硬等帶來極大挑戰。治療成人脊柱側通常傾向於非手術性

治療，例如消炎、肌肉鬆弛、止痛藥和物理治療等。

隨著外科技術和儀器的進步，在過去的十年中，對退化性脊柱側彎的治療有了大躍

進。脊柱外科，放射學及麻醉學上的多方面進展，通過更精確的診斷成像和功能性

診斷檢查從而作出適當診斷及評估冶療需要。

隨著患者逐漸意識到生活素質的重要性以及對成人畸形的功能障礙的接受程度越來

越低，對外科手術的需求也持續增加 6。

有哪些症狀?

最常見的症狀是緩慢漸進式腰痛或神經麻痺。小部分患者會發現脊柱畸形逐漸惡

化。初期症狀通常輕度，直到出現疼痛加劇及神經受壓症狀（例如腿痛、坐骨神經

痛，下肢麻木等) 才找醫生。如忽略早期症狀，長期神經受壓會可能導致下肢感覺喪

失甚至肌肉無力。在最壞的情況下，患者可能會出現大小便失禁甚至下半身癱瘓。

需要進行哪些臨床評估？

第一步是詢問病史，特別是下背部的疼痛症

狀、下背部變形的發展歷史、影響日常生活的

範圍，任何脊柱側彎家族史，神經系統症狀包

括肌肉無力，感覺喪失和步姿不穩。任何已往

的脊柱手術和其他病歷對決定治療也至關重

要。

臨床評估從一般評估開始，例如步姿評估，站

立姿勢和身體彎曲幅度。由此能掌握問題如何影響患者的日常生活。詳細檢查包括測

量腿的長度及肋骨駝峰、側彎的彈性，下肢神經功能障礙。有時，我們將需要肛門檢

查來確定括約肌功能。

X光能發現什麼問題?

從X光可看到脊骨的結構及量度彎曲度。

圖2.　與脊柱側彎相關的脊柱後凸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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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X光撿查包括站立正面和側面圖。正面圖是用來測量彎曲

度，即Cobb’s angle。側面圖能夠看到腰肋的排列和骨盆入射

角，作為評估正常腰椎弧度的指標。

站立的橫向屈曲/伸展側面圖是用於觀察腰椎錯位、不穩定性

和下背部的運動彈性。

如果考慮手術的話，仰臥側彎曲的正面視圖能夠預計側彎復

位可能性。

為了評估彎度的進展，一般需要在不同時間照X光來記錄變

化。

而過往的X光片亦對您的脊柱外科醫生亦非常有幫助。

還需要其他檢查嗎?

磁力共振腰椎主要用於尋找脊髓壓迫或神經根壓迫。椎管狹窄是導致疼痛和/或下肢

神經系統症狀的最常見的相關病理，亦是患者求診的主要原因。 

如果決定進行手術治療前，則需要進行電腦斷層掃描（CT）。這對手術前計劃手術

步驟和為植入物尺寸作模板非常有用。通過重建圖像，我們可以以3維方式觀察到

變形。電腦斷掃描的數據也可以在導航儀中使用，以指導手術過程中固定螺釘的方

向。 （圖5） 

圖3: 站立正面和側面X光

圖4: 典型脊柱側彎患者的磁力共振
圖

圖5: 電腦斷層掃描導航椎弓根螺釘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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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診時，我們可能需要進行電腦斷層掃描以評估融合狀態，這通常在初次手術後

9-12個月內進行。

退化性脊柱側彎有什麼保守治療方案？

退化性脊柱側彎的初期治療以保守性或非手術治療為主。普遍推薦的治療方法包括：

藥物，運動和某類型的支撐脊柱的矯正器。在需要時，會處方輕度止痛藥。由於強效

止痛藥，例如麻醉藥，存在上癮風險，均不建議使用。

藥物治療

口服消炎藥和神經性止痛藥輔助止痛藥以控制關節炎症狀和神經痛。

如患有骨質疏鬆症，其治療也可能減慢脊柱側彎的退化，亦可透過其他方法減慢退

化。目前的建議包括負重鍛煉、補充鈣和維生素D、激素替代療法、雙膦酸鹽和副甲

狀腺素注射。

物理治療

物理治療適合因退化性脊柱側彎而出現背痛的患者，可舒緩背部疼痛及僵硬。強化核

心肌肉可減少症狀惡化，但無阻退化或變形惡化。

脊柱支架及矯形器

脊柱支架能舒緩疼痛，但成人戴上後不能令脊柱變直。一旦骨骼成形，支架的作用在

於舒緩疼痛，而不是預防變形。如你的腿長有異，穿上特製的鞋或增高墊對舒緩背痛

亦有幫助。

什麼時候需要接受手術？

當保守治療沒有成效時，患者可選擇矯形手術。

手術通常適用於治療下肢神經系統症狀，如麻木，跛行（步行距離受限制）和神經痛

（神經根病)。這些症狀通常與腰椎管狹窄有關。要了解有關腰椎管狹窄，請參閱「腰

椎管狹窄常見問題」。

治療有症狀的退化性脊柱側彎基本原則包括：

1.神經系統減壓

2.矯正畸形

3.後路脊柱融合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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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系統減壓是指減輕神經或脊髓的壓力。標準手術稱為椎板開孔或移除術。微創手

術會通過2cm或更小的切口進行，通常需要一個小時才能完成一節段，失血量並維持

在50 cc或以下。恢復時間約為2-3週。

脊柱融合術（將兩節椎骨連接在一起）是適用於不穩定和變形的脊柱。現時有多種不

同的腰椎融合術技術。最新技術及對變性腰椎側彎特別有利的是通過直接腰椎椎間融

合器（DLIF）（圖6）和斜腰椎椎間融合器（OLIF）（圖7）進行的微創側向融合。它

們是從腹部左側進行的小切口手術，以矯正脊柱側彎並將不穩定的脊柱節段與大型融

合器融合在一起。通過牽引腰椎間盤，可以為椎間孔和中央椎管間接減壓。 

為了矯正脊柱側彎畸形，必須使用較長的後路器械（圖8）進行脊柱融合術。現時，

它是在機器人導航和神經監控下完成。使用這些技術，神經損傷的機會非常低。因

此，術後康復比較以往容易。

手術結果如何？

神經系統減壓後的總體預後大致良好。手術將消除90%的神經症狀。手術後可回復筆

直狀態。由於融合術需時較長，背部會有點僵硬及不適，但術後的整體活動性是可以

接受的。

圖6: 直接腰椎椎間融合器

圖7. 斜腰椎椎間融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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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人均壽命延長無可避免地會產生更多與年齡相關

的健康問題。隨著我們變得健康活躍，我們會遇

到更多退化性脊柱側彎。無論對患者或醫生而

言，這是非常重大的外科手術挑戰。隨著科技進

步，現在我們可以利用相對簡單的方法來治療這

種病理，大大改善手術結果和治療風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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