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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评价可扩张型椎间融合器治疗腰椎退行性疾病的中期疗效，并探讨可扩张型椎间融合器的

用注意事项。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5年5月至2008年12月采用可扩张型椎间融合器治疗并获得5年以上

行性疾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19例，女22例;年龄39～67岁，平均51.5岁。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

障碍指数(ODI)进行临床疗效评定;通过影像学检查对所有病例术前、术后复诊时的椎间隙相对高度

评价。结果 随访时间5～7年，平均6.2年。术后腰腿痛症状均明显缓解或消失。VAS评分术前平均

次随访平均为(0.9±0.4)分;ODI术前平均为75.9%±6.1%，末次随访平均为18.2%±2.6%;末次随访

明显改善(P=0.000);术前R平均为0.311±0.068，术后1周平均为0.447±0.077，与术前相比差异有

(P<0.01);末次随访平均为0.330±0.056，与术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动力位X线片显

95.1%，未发现融合器明显塌陷及移位。结论 可扩张型椎体间融合器操作简便，疗效满意，并发症少，是治

性疾病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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