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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羊脊柱融合生物力学体内模型的研究进展

彭　 文ꎬ王文军∗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脊柱外科ꎬ湖南 衡阳 ４２１００１)

摘　 要:　 伴随着人类生活习惯的改变ꎬ脊柱相关疾病发病率逐年增高ꎬ而对于病情严重患者的治疗大多采用

融合手术ꎮ 但对脊柱融合相关植骨材料、生物制剂、内固定器械以及脊柱融合术式改良等对患者带来的潜在影响

尚不明确ꎬ因此脊柱融合生物力学体内模型在脊柱外科研究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ꎮ 目前山羊脊柱融合生物力学体

内模型因其脊柱解剖结构及生物力学属性均与人类相近ꎬ可以有效模拟人体脊柱受到融合手术干预下的生理病理

过程以及最终结果ꎬ因此山羊脊柱融合生物力学体内模型用以评价相关器械、材料有效性和研究人类脊柱融合相

关机制的理想模型ꎮ 本文将对山羊脊柱融合生物力学体内模型做一综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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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柱生物力学模型是研究脊柱相关疾病发生、发
展的重要基础ꎬ因此其在脊柱相关研究中扮演重要角

色[１]ꎮ 通过对模型的观察和测试ꎬ可探索脊柱在疾病

演变过程中以及受到人为干预时所发生的病理生理

改变ꎬ并研究其机制ꎮ 根据模型的应用方向以及研究

目的的不同ꎬＰａｎｊａｂｉ[２] 将其大致分为物理学模型ꎬ体
外模型ꎬ体内模型和计算机模型ꎬ共四大类ꎮ 其中ꎬ仅
有脊柱生物力学体内模型可有效模拟脊柱融合手术

干预下脊柱植骨融合的生理病理过程[３]ꎬ因此在研究

脊柱融合过程中ꎬ通过实验动物构建一种能够更加准

确模拟人类脊柱融合生理过程的生物力学体内模型

成为进行相关试验的前提ꎮ
大量学者已通过体外实验证实山羊脊柱生物

力学模型在生物力学属性上与人类有一定相似

度[４￣５]ꎬ可以进行相关器械评价ꎮ 基于以上理由ꎬ部
分学者利用山羊构建脊柱生物力学体内模型并进

行脊柱融合相关研究[６]ꎬ本文将对不同手术方式构

建的山羊脊柱融合生物力学体内模型的研究进展

进行详细阐述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山羊脊柱融合生物力学体内模型汇总

手术入路 名称 评价手段 植入部位 用途

颈椎前路 椎间盘切除融合模型 影像学、组织形态
学、生物力学

椎间隙 材料及器械植入后的解剖形态、融合率、下沉率、降解速率、生物相容
性、组织毒性以及生物力学性能ꎻ手术操作对周边正常结构的影响等

椎体次全切融合模型 影像学、组织形态
学、生物力学

椎体 材料及器械植入后的解剖形态、融合率、下沉率、降解速率、生物相容
性、组织毒性以及生物力学性能ꎻ手术操作对周边正常结构的影响等

胸腰椎前路 椎间盘切除融合模型 影像学、组织形态
学、生物力学

椎间隙 材料及器械植入后的解剖形态、融合率、下沉率、降解速率、生物相容
性、组织毒性以及生物力学性能ꎻ手术操作对周边正常结构的影响等

椎体次全切融合模型 影像学、组织形态
学、生物力学

椎体 材料及器械植入后的解剖形态、融合率、下沉率、降解速率、生物相容
性、组织毒性以及力学性能ꎻ手术操作对周边正常结构的影响等

腹腔镜下椎间盘切除
融合模型

影像学、组织形态
学、生物力学

椎间隙 手术操作技能培训ꎻ材料及器械植入后的解剖形态、融合率、下沉率、
降解速率、生物相容性、组织毒性以及力学性能ꎻ手术操作对周边正常
结构的影响等

胸腰椎后路 峡部不连融合模型 影像学、组织形态
学、生物力学

椎弓根
峡部

材料及器械植入后的解剖形态、融合率、降解率、生物相容性、组织毒
性以及力学性能ꎻ手术操作对周边正常结构的影响等

椎弓根钉棒系统内固
定融合模型

影像学、组织形态
学、生物力学

小关节 材料及器械植入后的融合率、降解率、生物相容性、组织毒性、力学性
能ꎻ钉棒系统设计改良后螺钉骨界面整合、力学性能及融合后临近椎
间盘退变等情况ꎻ手术操作对周边正常结构的影响等

１　 颈椎前路

山羊颈部粗壮ꎬ且平静时与地面呈垂直的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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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ꎬ大多学者认为其颈部生物力学环境及局部解

剖与人类大致相同[７]ꎬ因此在早期便通过山羊构建

颈椎脊柱融合生物力学模型ꎮ 同时 Ｋａｎｄｚｉｏｒａ 等[８]

学者通过详细对比了羊和人的颈椎生物力学、解剖

形态、影像学和骨密度等ꎬ验证了前人的观点ꎬ认为

羊和人颈椎具有良好的可比性和相似性ꎬ是一种用

于颈椎疾病相关研究可行的动物模型ꎮ
１.１　 颈椎前路椎间盘切除融合模型　 最早于 １９９２
年 Ｚｄｅｂｌｉｃｋ ＴＡ 等[９]首次构建 ２１ 只山羊颈椎前路椎

间盘切除椎间植骨 /不植骨融合生物力学体内模

型ꎬ实验过程中共 ６３ 个颈椎手术节段ꎬ通过影像学

及组织形态学发现其中不植骨的 ２１ 个节段无明显

融合现象出现ꎬ植入自体骨的 ２１ 个节段有 １０ 个节

段出现融合ꎬ而植入新鲜冰冻异体骨的 ２１ 个节段中

有 ８ 个节段出现融合ꎬ并通过简单的轴向压缩实验

评估了各手术节段的轴向抗压缩性能ꎬ验证了自体

骨植骨融合术后椎间隙融合率及轴向抗压缩性能

最佳的结论ꎮ 此后再次于 １９９３ 年构建 ３５ 只山羊颈

椎前路椎间盘切除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 /非内固定

生物力学动物模型[１０]ꎬ通过之前类似的评价手段对

手术节段进行评估ꎬ率先验证颈椎前路椎间盘切除

椎间植骨融合辅以钢板内固定的手术方式较传统

手术具有明显的轴向抗压缩生物力学性能ꎮ 在以

上两篇文章中ꎬＺｄｅｂｌｉｃｋ ＴＡ 均描述到山羊椎体解剖

形态上虽与人体不完全相同ꎬ但其与人类相似的颈

椎直立状态能为作者提供相对合适的实验条件ꎬ并
且该模型得到的融合率与人体实验结果相似ꎮ 因

此上述动物模型的成功构建ꎬ不光为沿用至今的颈

椎前路椎间盘切除植骨融合内固定手术提供了详

细的动物实验资料以及理论依据[１１]ꎬ同时也为后期

大量学者研究颈椎前路植骨融合术相关的手术植

入器械、生物工程植入材料、生长促进因子等实验

研究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颈椎椎间盘切除融合

生物力学体内模型以及系列相关评价手段ꎮ
随着山羊颈椎前路脊柱融合生物力学体内模

型的深入应用ꎬ大量学者开始更加详细地研究该动

物模型并对其手术节段的选择、融合率以及生物力

学评价手段进行了完善ꎮ Ｚｄｅｂｌｉｃｋ ＴＡ 等[１２] 也意识

到在早期的实验设计中因技术限制ꎬ导致在评价山

羊手术节段的融合率以及生物力学稳定性时ꎬ评价

指标过于简单ꎮ 因此ꎬ该研究团队后期逐步对模型

的评价指标进行了完善ꎬ在融合率的评价中引入了

免疫组化、免疫荧光等多种评价手段ꎬ并在生物力

学稳定性评价中进行了前屈后伸、侧弯、旋转等接

近正常生理活动的多轴运动评估ꎮ 而 ２００６ 年

Ｐａｓｃａｌ￣Ｍｏｕｓｓｅｌｌａｒｄ Ｈ 等[１３]学者ꎬ通过对山羊颈椎前

路椎间盘切除植骨融合动物模型评价手段进行改

进ꎬ首次采用了显微骨扫描显示植骨界面及周围骨

组织骨小梁显微结构ꎬ进行骨组织骨量三维定性和

定量分析ꎬ为山羊脊柱融合动物模型提供了一项更

为有效ꎬ并且可定量的评估手段ꎮ Ａｇａｚｚｉ Ｓ 等[１４] 学

者则针对颈椎前路手术相关解剖学基础ꎬ基于颈椎

前路手术的需求对山羊颈椎结构进行更为详细的

解剖学研究ꎬ其研究结果表明山羊颈部较长ꎬ且颈

前组织结构简单ꎬ寰椎位置容易触及ꎬ无论是定位

还是暴露均相对容易ꎮ 而山羊颈 ２ / ３ 椎体终板平

坦ꎬ互相平行ꎬ并垂直于椎管长轴ꎬ远端椎体终板大

多呈穹窿状ꎬ和终板角度明显大于 ９０°ꎬ这一解剖形

态与人体相似ꎮ 因此认为山羊颈椎前路椎间盘切

除植骨融合生物力学体内模型在解剖特点上比较

适于进行相关研究ꎬ同时手术节段应确立在颈 ２ ~ ３
节段为宜ꎬ该结论为大多学者进行山羊颈椎前路脊

柱融合模型应用的节段选择提供了充分的理论

依据ꎮ
１.２　 颈椎前路椎体次全切除融合模型 　 基于前人

在山羊颈椎前路脊柱融合生物力学体内模型的深

入研究ꎬ目前该生物力学模型已十分成熟ꎮ 近年来

随着 ３Ｄ 打印技术的迅速发展ꎬ３Ｄ 打印人工椎体或

椎间融合器目前已开展了动物实验ꎮ 刘忠军教授

团队作为进行世界上首例 ３Ｄ 打印人工椎体临床应

用的研究团队[１５]ꎬ在其自主设计的 ３Ｄ 打印微孔结

构人工椎体的动物实验中[１６]ꎬ考虑到颈椎序列、骨
骼结构、生物力学特征以及对感染的抵抗力等问

题ꎬ选择了山羊颈椎前路脊柱融合生物力学动物模

型对 ３Ｄ 打印微孔结构人工椎体通过 Ｍｉｃｒｏ￣ＣＴ、免
疫组化以及扫描电镜评价其融合情况ꎬ同时利用生

物力学试验机对融合节段进行压缩、拉伸、前屈、后
伸、侧屈、旋转等生物力学测试ꎬ并且进行了 ２ ５００
次的反复疲劳试验ꎬ以评估其生物力学稳定性ꎮ 其

实验结果表明 ３Ｄ 打印微孔人工椎体安全、可靠ꎬ同
时该人工椎体因其独特的微孔结构具有可观的植

骨融合率以及稳定的生物力学强度ꎮ

２　 胸腰椎前路

在山羊颈椎前路脊柱融合模型应用的同一时

期ꎬ因山羊的胸腰椎椎体解剖形态、大小以及数目

均与人类大致相同[１７]ꎬ便有学者尝试通过构建山羊

胸腰椎前路脊柱融合动物模型ꎬ来评价胸腰椎融合

材料或器械的植骨融合率等指标ꎬ并获得成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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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胸腰椎前路椎间盘切除 /椎体次全切除融合模

型　 最早于 １９９４ 年 Ｂｒａｎｔｉｇａｎ ＪＷ 等[１８] 便通过构建

２７ 只西班牙山羊腰椎前路椎间盘切除植骨融合模

型ꎬ用以验证碳纤维椎间融合器的植骨融合效率ꎮ
其实验结果表明碳纤维椎间融合器在脊柱椎间融

合器植骨融合率上较传统同种异体骨具有更快、更
可靠的优势ꎬ同时也验证了山羊腰椎前路椎间盘切

除椎间植骨融合模型的可行性ꎬ但该实验中单纯通

过对大体标本进行观察、Ｘ 线和 ＣＴ 等影像学评价

以及组织形态学等相关评价手段ꎬ并未针对山羊脊

柱融合生物力学模型的优势进行全方位的生物力

学分析ꎬ从抗压缩、抗旋转等生物力学指标分析椎

间融合后的应力强度ꎮ 随后 Ｐｉｎｔａｒ ＦＡ 等[１９] 重复了

以上部分实验ꎬ用以评估羟基磷灰石与自体骨椎间

植骨脊柱融合上的区别ꎬ在此研究中第一次将生物

力学评价指标引入山羊腰椎前路脊柱融合模型融

合效果的评价ꎬ对手术节段标本进行轴向压缩、前
屈、后伸、侧弯及旋转强度等评价ꎬ其生物力学实验

结果表明在任何运动加载状况下ꎬ实验组与对照组

之间均不存在统计学差异ꎮ 该模型的成功构建以

及该实验中体现出良好的生物力学测试可靠性再

一次说明了山羊脊柱融合生物力学模型具有一定

优势ꎮ 自此山羊腰椎前路脊柱融合动物模型开始

大范围推广ꎬ并且得到了国际上大多数学者的认

可ꎮ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

学骨科研究中心于 ２００２ 年 ~ ２００７ 年与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ＳＴＥＧＡ)合作ꎬ
均通过构建山羊腰椎前路椎间融合器植骨脊柱融

合模型来评价其研发的可吸收聚左旋乳酸椎间融

合器或其他椎间融合系统的可靠性ꎬ并完成长达 ３
年的动物实验体内研究ꎬ这为后期进行相关材料的

研发与评价提供了可靠的实践基础[２０￣２２]ꎮ 并且目

前比较热门的由纳米羟基磷灰石等可吸收材料制

备的胸腰椎椎间融合器ꎬ均通过山羊胸腰椎前路椎

间融合模型进行长期的动物实验ꎬ通过该模型验证

可吸收材料在生理条件下降解的速率、吸收后的周

边组织反应以及完全吸收后骨替代后的生物力学

性能[２３￣２４]ꎮ
在椎间盘内压力直接测量装置研究早期ꎬ传统

观念认为四足动物因其四足着地脊柱呈水平位与

人类具有明显差异ꎬ因此认为其椎间盘内压力远远

小于人体椎间盘所承受的轴向压力ꎮ 但是ꎬ也有学

者持相反观点ꎬ认为羊因其胸腰背部肌肉呈持续收

缩状态ꎬ且其背最长肌为全身肌肉力量最强的肌

群ꎬ在此基础上肌肉的被动张力使得大量负荷作用

于脊柱ꎬ而对椎间盘产生高强度的压力ꎬ因此认为

羊的椎间盘内压力并不低于人类ꎬ甚至更高ꎮ Ｒｅｉｔ￣
ｍａｉｅｒ 等[２５]通过在羊的腰椎间盘内安装压力感应装

置ꎬ２４ ｈ 监测羊的日常活动后发现ꎬ在安静状态下

羊椎间盘内压接近于人类ꎮ 而强制站立时ꎬ羊椎间

盘内压远远高于人类椎间盘内压ꎮ 由此认为ꎬ羊的

生理状况下椎间盘内压力与人较为相似ꎬ且椎间盘

生理结构及形态基本类似ꎬ所以羊是研究压力相关

的椎间盘退变的理想模型ꎮ 基于此理论近年大多

学者开始利用山羊构建胸腰椎融合生物力学模型ꎬ
以研究脊柱融合后邻近关节退变的机制及影响ꎮ
２００８ 年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骨科研究中心

Ｈｏｏｇｅｎｄｏｏｒｎ ＲＪ 等[２６] 构建了 １３ 只山羊腰椎前路椎

间融合器植骨脊柱融合模型ꎬ并对其随访 ６ 个月ꎬ通
过磁共振影像学、组织形态学等相关评价指标ꎬ用
以研究山羊前路胸腰椎融合模型相邻节段椎间盘

退变的发展以及相关机制ꎮ 该模型的成功构建为

未来构建山羊脊柱融合邻近椎间盘退变模型提供

了理论基础ꎬ同时也有望通过该方式构建山羊压力

诱导椎间盘退变模型ꎮ
２.２　 腔镜下胸腰椎前路椎间盘切除融合模型 　 随

着腔镜技术在脊柱外科的迅速发展以及广泛应用ꎬ
大量胸腰椎前路手术采用腔镜辅助下完成ꎬ因此部

分学者通过腔镜技术构建山羊胸腰椎前路脊柱融

合模型ꎬ并且通过山羊与人类较为类似的解剖结

构ꎬ进行手术方式以及手术操作本身对椎间融合率

影响等相关研究ꎮ Ｓｕｃａｔｏ ＤＪ 等[２７] 于 ２００２ 年将 １２
只山羊随机分为部分血管结扎组及血管不结扎组ꎬ
其实验第一步通过针对腹腔镜下部分血管结扎与

血管不结扎组不同的手术操作ꎬ验证以上两种情况

下椎间盘切除的效果ꎬ其实验结果表明两组无统计

学意义ꎮ 第二步则是通过腹腔镜辅助下构建胸椎

前路椎间盘切除髂骨植骨融合模型ꎬ术后 ４ 个月对

实验动物手术节段标本进行椎间融合效果的组织

学、影像学及生物力学评价ꎮ 其结论显示腹腔镜下

山羊胸椎前路椎间盘切除髂骨植骨融合模型构建

过程中ꎬ术中选择性血管结扎可能导致椎间隙植骨

块供血缺失ꎬ从而导致植骨不融合或其他并发症的

发生ꎮ 该模型的成功构建不仅说明了可以通过腔

镜技术构建山羊胸腰椎前路脊柱融合模型ꎬ同时也

说明了山羊较人类相似的解剖结构ꎬ可以提供给脊

柱外科医生更加真实的模拟效果以及更加广阔的

实验空间ꎬ可广泛应用于未来腔镜下胸腰椎前路手

术的操作培训和临床研究ꎮ

９４２中南医学科学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第 ４６ 卷第 ３ 期



３　 胸腰椎后路

山羊胸腰椎后路脊柱融合模型较通过其他方

式构建的脊柱融合模型应用更少ꎬ这可能是胸腰椎

后路进行椎间盘切除椎间植骨融合手术损伤大ꎬ风
险高ꎮ 并且山羊椎弓根形态成扁平状ꎬ可容纳的椎

弓根螺钉直径较小[２８]ꎬ与人类相比具有一定差异ꎮ
但仍有部分学者在山羊胸腰椎后路横突间融合模

型以及其他类型的模型进行了一些尝试ꎮ
山羊胸腰椎后路脊柱融合生物力学模型应用

过程中ꎬ部分学者针对了山羊胸腰椎后路与人类较

为相似的解剖结构与椎间盘生物力学属性构建了

相关模型用于相关研究ꎮ 国内学者郝永宏等[２９] 通

过行山羊后路正中切口ꎬ充分暴露腰 ４、５ 节段ꎬ将腰

５ 双侧峡部用磨钻磨断ꎬ并在双侧峡部断裂处各放

置一阻止其骨折愈合的金属片ꎬ并于术后喂养 ８ 周

的方式ꎬ构建了 １６ 只山羊第 ５ 腰椎峡部不连模型ꎬ
用以验证其自行研发的腰椎峡部重建内固定器具

有明显的稳压和加压的双重力学功效ꎮ 通过该方

式构建山羊腰椎峡部不连模型ꎬ再通过后路手术对

峡部不连进行修复融合处理ꎬ该动物模型研究方案

较为新颖ꎬ且手术难度及术后护理等方面相对简

单ꎬ是一种专门针对腰椎峡部裂修补融合术的动物

模型ꎬ具有一定可行性和有效性ꎮ 而顾军等人[３０] 则

利用山羊腰椎椎间盘生物力学属性与人类基本一

致的优势ꎬ采用不同长度的 ５.０ ｍｍ 椎弓根螺钉进行

后路固定ꎬ再通过小关节融合ꎬ构建 １２ 只波尔杂交

山羊腰椎后路椎弓根钉棒系统内固定脊柱融合模

型ꎬ用于观察脊柱内固定术中不同椎弓根螺钉植入

深度对邻椎生物力学环境和退行性变的影响ꎬ探讨

腰椎后路内固定系统力学强度与邻近椎体椎间盘

退变之间的取舍ꎮ 其实验结果显示在山羊腰椎内

固定融合术中ꎬ长椎弓根螺钉提供的局部坚强固定

可能增加上位未融合节段的活动和承受的应力ꎬ促
进椎间盘退行性变ꎬ导致邻近椎间盘退变性疾病的

发生ꎮ 但山羊椎弓根呈扁平状的独特解剖结构带

来的胸腰椎后路椎弓根钉棒系统内固定融合模型

更大的手术置钉难度在该文中也有体现ꎬ顾军等人

则通过减少螺钉直径来避免术中椎弓根螺钉突破

椎弓根内侧皮质造成的神经损伤ꎮ 以上阐述的两

种较为新颖的山羊后路脊柱融合生物力学模型ꎬ均
充分利用了山羊胸腰椎解剖结构以及生物力学属

性与人类相似的优点ꎬ从不同角度进行脊柱融合相

关生物力学分析ꎬ此构建模式也带来了更多的思路ꎮ

４　 问题与展望

虽然目前采用山羊脊柱融合生物力学体内模

型的相关文献报道尚不多ꎬ但从其呈逐年增加的趋

势可以明确ꎬ山羊脊柱融合生物力学体内模型逐渐

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ꎮ 同时因山羊其直立颈椎

所带来的力学性能、比例相近的胸腰椎椎体结构以

及与人类相似的胸腰椎椎间盘内压力等ꎬ不难看出

山羊脊柱融合生物力学模型的优势ꎮ 虽然目前在

构建山羊脊柱融合生物力学体内模型中或多或少

存在一些问题ꎬ但通过逐渐实现山羊脊柱融合生物

力学体内模型手术构建中麻醉控制安全化、手术操

作精细化、实验动物生产和饲养规模化以及对山羊

种系研究的逐渐深入ꎬ山羊脊柱融合生物力学模型

必将在 ３Ｄ 打印、干细胞、组织工程、生物力学等多

个新兴技术领域扮演重要角色ꎮ 总之ꎬ近 ２０ 余年来

山羊脊柱融合模型的发展趋势ꎬ让作者看到了该动

物模型未来的潜力ꎬ作为一种多功能新型脊柱融合

生物力学体内模型广泛应用于实验研究一线ꎮ

参考文献:
[１] 　 文彬ꎬ 邓鑫. 生物力学模型在医学研究中的应用与展望[Ｊ] .医

学研究杂志ꎬ２０１４ꎬ４３(１):１４２￣４.
[２] 　 ＰＡＮＪＡＢＩ ＭＭ.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ｓｐｉｎ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 . Ｓｐｉｎｅꎬ １９９８ꎬ２３(２４):２６８４￣７００.
[３] 　 昌耘冰. 颈椎生物力学模型的应用及进展[ Ｊ] .中国临床解剖

学杂志ꎬ２００３(２):１８７￣９.
[４]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ＪＭꎬ ＣＨＬＥＢＥＫ Ｃꎬ ＣＬＯＵＧＨ ＡＭꎬｅｔ ａｌ.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ｍａｔ￣

ｔｅｒｓ: ｐａｒｔ Ｉ￣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ｌａｔｅ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ＡＣ￣
ＤＦ ｉｎ ｖｉｔｒｏ[Ｊ] . Ｓｐｉｎｅꎬ２０１８.

[５] 　 黄师ꎬ 侯铁胜ꎬ 赵鑫ꎬ 等. 山羊颈椎能成为人类颈椎的良好模

型吗? [Ｊ] .中国临床解剖学杂志ꎬ２００８(３):３２９￣３１.
[６] 　 ＭＡＣＥＷＡＮ ＭＲꎬ ＴＡＬＣＯＴＴ ＭＲꎬ ＭＯＲＡＮ ＤＷꎬ ｅｔ ａｌ. Ｎｏｖｅｌ ｓｐｉ￣

ｎ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ｆｕｓｉｏｎ: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
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Ｊ] . Ｊ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 Ｓｐｉｎｅꎬ ２０１６ꎬ２５(３):３１８￣２７.

[７] 　 娄纪刚ꎬ 刘浩ꎬ 武文杰ꎬ 等. 新型人工颈椎间盘山羊模型的建

立及其研究[Ｊ] .实用骨科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２３(５):４２６￣９.
[８] 　 ＫＡＮＤＺＩＯＲＡ Ｆꎬ ＰＦＬＵＧＭＡＣＨＥＲ Ｒ ꎬＳＣＨＯＬＺ Ｍ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ｍ￣

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ｈｅｅｐ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ｓｐｉｎｅｓ: ａｎ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ꎬ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ꎬ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Ｊ] .
Ｓｐｉｎｅꎬ２００１ꎬ２６(９):１０２８￣３７.

[９] 　 ＺＤＥＢＬＩＣＫ ＴＡꎬ ＷＩＬＳＯＮ Ｄꎬ ＣＯＯＫＥ ＭＥ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ｅｃｔｏｍｙ ａｎｄ ｆｕｓｉｏｎ.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 ａｎ ａｎｉｍａｌ
ｍｏｄｅｌ[Ｊ] . Ｓｐｉｎｅ ꎬ １９９２ꎬ１７(１０):Ｓ４１８￣２６.

[１０] 　 ＺＤＥＢＬＩＣＫ ＴＡꎬ ＣＯＯＫＥ ＭＥꎬ ＷＩＬＳＯＮ Ｄ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ｃｅｒｖｉ￣
ｃａｌ ｄｉｓｃｅｃｔｏｍｙꎬ ｆｕｓ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Ｊ] . Ｓｐｉｎｅꎬ １９９３ꎬ１８(１４):１９７４￣８３.

[１１] 　 ＬＩ ＸＨꎬ ＳＯＮＧ ＹＭꎬ ＤＵＡＮ Ｈ.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

０５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ꎬＭａｙ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４６ꎬＮｏ.３



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ｏａｔ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ｓｐ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ｐｏｌｙ (Ｄꎬ Ｌ￣ｌａｃｔｉｃ ａｃｉｄ) ｃａｇｅ
[Ｊ] . Ｏｒｔｈｏｐ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１５ꎬ７(３):２６６￣７２.

[１２] 　 ＺＤＥＢＬＩＣＫ ＴＡꎬＣＯＯＫＥ ＭＥꎬ ＫＵＮＺ ＤＮ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ｅｃｔｏｍｙ ａｎｄ ｆｕｓ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ａ ｐｏｒｏｕｓ ｈｙｄｒｏｘｙａｐａｔｉｔｅ ｂｏｎｅ ｇｒａｆｔ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Ｊ] . Ｓｐｉｎｅꎬ １９９４ꎬ１９(２０):２３４８￣５７.

[１３] 　 ＰＡＳＣＡＬ￣ＭＯＵＳＳＥＬＬＡＲＤ ＨꎬＢＲＵＮＥＴ￣ＩＭＢＡＵＬＴ ＢꎬＡＧＵＡＤＯ
ＥＰａｓｃａｌ￣Ｍｏｕｓｓｅｌｌａｒｄ Ｈꎬ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
ｃｒｏｓｃ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ｏｎ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Ｊ] . Ｒｅｖ Ｃｈｉｒ Ｏｒｔｈｏｐ Ｒｅｐａｒａ￣
ｔｒｉｃｅ Ａｐｐａｒ Ｍｏｔꎬ ２００６ꎬ９２(６):５３５￣４２.

[１４] 　 ＡＧＡＺＺＩ ＳꎬＶＡＮＬＯＶＥＲＥＮ ＨＲꎬ ＴＲＡＨＡＮ ＣＪ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ｂｏｄｙ ｉｍｐｌａｎ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ｇｏａｔｓ: ａ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ｒｐｈｏｍｅｔｒｉｃ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ｆｏ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Ｊ] . Ｊ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 Ｓｐｉｎｅꎬ ２００７ꎬ７(５):５４９￣５３.

[１５] 　 ＸＵ Ｎꎬ ＷＥＩ Ｆꎬ ＬＩＵ Ｘ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ｓｐｉｎｅ ｕｓｉｎｇ ａ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３Ｄ￣ｐｒｉｎｔｅｄ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ｂｏｄｙ ｉｎ
ａ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ｅｗｉｎｇ ｓａｒｃｏｍａ [ Ｊ] . Ｓｐｉｎｅꎬ ２０１６ꎬ ４１ ( １):
Ｅ５０￣４.

[１６] 　 ＹＡＮＧ Ｊꎬ ＣＡＩ Ｈꎬ ＬＶ Ｊꎬ ｅｔ ａｌ. Ｉｎ ｖｉｖｏ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 ｓｅｌｆ￣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ｂｏｄｙ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ｂｅａｍ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Ｊ] .
Ｓｐｉｎｅ (Ｐｈｉｌａ Ｐａ １９７６)ꎬ ２０１４ꎬ３９(８):Ｅ４８６￣９２.

[１７] 　 ＷＩＬＫＥ ＨＪꎬ ＫＥＴＴＬＥＲ Ａꎬ ＷＥＮＧＥＲ ＫＨ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ｅｅｐ ｓｐｉｎ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ｐｉｎｅ [ Ｊ] . Ａｎａｔ
Ｒｅｃꎬ １９９７ꎬ２４７(４):５４２￣５５.

[１８] 　 ＢＡＲＡＮＴＩＧＡＮ ＪＷꎬ ＭＣＡＧＦＥＥ ＰＣꎬ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ＢＷ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ｂｏｄｙ ｌｕｍｂａｒ ｆｕｓ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ａ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ｉｂｅｒ ｃａｇｅ ｉｍｐｌａｎｔ ｖｅｒｓｕｓ
ａｌｌｏｇｒａｆｔ ｂｏｎｅ.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ｇｏａｔ[ Ｊ] .
Ｓｐｉｎｅꎬ １９９４ꎬ１９(１３):１４３６￣４４.

[１９] 　 ＰＩＮＴＡＲ ＦＡꎬ ＭＡＩＭＡＮ ＤＪꎬ ＨＯＬＬＯＷＥＬＬ ＪＰꎬ ｅｔ ａｌ. Ｆｕ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ａｐａｔｉｔ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ａｕ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ｂｏｎｅ ｇｒａｆｔｓ ｆｏｒ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ｄｉｓｃｅｃｔｏｍｙ. Ａｎ ｉｎ ｖｉｖｏ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Ｊ] .
Ｓｐｉｎｅꎬ １９９４ꎬ１９(２２):２５２４￣８.

[２０ ] 　 ＭＵＬＬＥＮＤＥＲ ＭＧꎬ ＫＲＩＪＮＥＮ ＭＲꎬ ＨＥＬＤＥＲ ＭＮꎬ ｅｔ ａｌ.
Ｌｕｍｂａｒ ｂｏｄｙ ｆｕ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ｂｉｏｒｅｓｏｒｂａｂｌｅ ｃａｇｅ ｉｎ ａ ｇｏａｔ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ａ ｃａｒｂｏｘｙｍｅｔｈｙｌ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 ｃｏｌｌａｇｅ￣

ｎｏｕｓ ｒｈＯＰ￣１ ｄｅｖｉｃｅ[Ｊ] . Ｊ Ｏｒｔｈｏｐ Ｒｅｓꎬ ２００７ꎬ２５(１):１３２￣４１.
[２１] 　 ＫＲＩＪＮＥＮ ＭＲꎬ ＭＵＬＬＥＮＤＥＲ ＭＧꎬ ＳＭＩＴ ＴＨꎬ ｅｔ ａｌ. Ｒａｄｉ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ꎬ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ꎬ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ｒｅｓｏｒｂａｂｌｅ ７０ /
３０ ｐｏｌｙ￣Ｌ￣ｌａｃｔｉｄｅ￣ＣＯ￣Ｄꎬ Ｌ￣ｌａｃｔｉｄｅｉｎｔｅｒｂｏｄｙ ｆｕｓｉｏｎ ｃａｇｅｓ ｉｎ ａ ｇｏａｔ
ｍｏｄｅｌ[Ｊ] . Ｓｐｉｎｅ (Ｐｈｉｌａ Ｐａ １９７６)ꎬ ２００６ꎬ３１(１４):１５５９￣６７.

[ ２２ ] 　 ＳＭＩＴ ＴＨꎬ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Ａꎬ ＨＯＯＧＥＮＤＯＯＭ ＲＪ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７０ / ３０ ｐｏｌｙｌａｃｔｉｄｅ ｃａｇｅｓ: ｅ￣ｂｅａｍ ｖｅｒ￣
ｓｕｓ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ｏｘｉｄｅ[Ｊ] . Ｓｐｉｎｅ (Ｐｈｉｌａ Ｐａ １９７６)ꎬ ２００７ꎬ３２(７):
７４２￣７.

[２３] 　 薛有地ꎬ 宋跃明ꎬ 刘立岷ꎬ 等. 聚氨基酸 / 纳米羟基磷灰石 /
硫酸钙融合器在山羊腰椎椎间融合中的作用研究[ Ｊ] .中国

修复重建外科杂志ꎬ２０１５ꎬ２９(８):９７２￣７.
[２４] 　 滕海军ꎬ 周跃ꎬ 范丽静ꎬ 等. 可吸收腰椎间融合器降解过程

的动物实验研究[Ｊ] .颈腰痛杂志ꎬ２０１０ꎬ３１(１):１６￣９.
[２５] 　 ＲＥＩＴＭＡＩＥＲ Ｓꎬ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Ｈꎬ ＩＨＬＥＲ Ｒ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ｉｎ￣

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ｔｒａｄｉｓ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 ｉｎ
ｖｉｖｏ ｓｔｕｄ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ｒｉｎｏ ｓｈｅｅｐ [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２０１３ꎬ ８
(７):ｅ６９６１０.

[２６] 　 ＨＯＯＧＥＮＤＯＯＭ ＲＪꎬ ＨＥＬＤＥＲ ＭＮꎬ ＷＵＩＳＭＡＮ ＰＩꎬ ｅｔ ａｌ. Ａｄｊａ￣
ｃｅｎ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 ｇｏａｔ ｓｐｉｎａｌ ｆｕｓ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Ｊ] . Ｓｐｉｎｅꎬ ２００８ꎬ３３(１２):１３３７￣４３.

[２７] 　 ＳＵＣＡＴＯ ＤＪꎬ ＷＥＬＣＨ ＲＤꎬ ＰＩＥＲＣＥ Ｂ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ｏ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ｉｃ
ｄｉｓｃｅｃｔｏｍｙ ａｎｄ 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ｎ ａｎｉｍ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ｈｅ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 ｂｌｏｏｄ ｖｅｓｓｅｌｓ ａｒｅ ｓｐａｒｅｄ[ Ｊ] . Ｓｐｉｎｅꎬ ２００２ꎬ２７
(８):８８０￣６.

[２８] 　 田勇ꎬ 王阳ꎬ 夏长丽ꎬ 等. 鹿、羊和人腰椎形态计量学关联性

分析[Ｊ] .吉林大学学报(医学版)ꎬ２０１０ꎬ３６(１):１６３￣８ꎻ２１７.
[２９] 　 郝永宏ꎬ 邓树才ꎬ 赵合元ꎬ 等. 腰椎峡部重建内固定器的设

计及应用实验[ Ｊ] .中国修复重建外科杂志ꎬ２００９ꎬ２３( ４):
４０８￣１１.

[３０] 　 顾军ꎬ 王以进ꎬ 端木群力ꎬ 等. 山羊腰椎内固定术中椎弓根

螺钉植入深度对邻椎的影响[ Ｊ] .中国骨伤ꎬ２０１０ꎬ２３(１１):
８４５￣８.

(本文编辑:蒋湘莲)


　 　 (上接第 ２４０ 页)
[３５] 　 ＣＨＥＮ Ｌꎬ ＷＡＮＧ Ｙꎬ ＰＡＮ Ｙꎬ ｅｔ ａｌ.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ｐｒｏｇｅｎｉｔｏｒ￣ｄｅｒｉｖｅｄ

ｅｘｏｓｏｍ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ｕｍ ｆｒｏｍ ａｃｕｔｅ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
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ｊｕｒｙ [ Ｊ] .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ꎬ ２０１３ꎬ
４３１(３):５６６￣７１.

[３６] 　 ＲＡＴＡＪＣＺＡＫ Ｊꎬ ＫＵＣＩＡ Ｍꎬ ＭＩＥＲＺＥＪＥＷＳＫＡ Ｋꎬ ｅｔ ａｌ. Ｐａｒａｃｒｉｎｅ
ｐｒｏａｎｇｉｏｐｏｉｅ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ｃｏｒｄ ｂｌｏｏｄ￣ｄｅｒｉｖｅｄ ｐｕｒｉ￣
ｆｉｅｄ ＣＤ１３３＋ ｃｅｌｌ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 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 .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 Ｄｅｖ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２(３):４２２￣３０.

[３７] 　 ＫＵＷＡＢＡＲＡ Ｙꎬ ＯＮＯ Ｋꎬ ＨＯＲＩＥ Ｔ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１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１３３ａ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ｓｅｒｕｍ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
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 Ｊ ] . Ｃｉｒｃ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Ｇｅｎｅｔꎬ ２０１１ꎬ ４(４):４４６￣５４.

[３８] 　 ＧＡＲＣＩＡ￣ＣＯＮＴＲＥＲＡＳ Ｍꎬ ＳＨＡＨ ＳＨꎬ ＴＡＭＡＹＯ Ａꎬ ｅｔ ａｌ. Ｐｌａｓ￣
ｍａ￣ｄｅｒｉｖｅｄ ｅｘｏｓｏｍ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ｏｎｇ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１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Ｊ] . Ｓｃｉ Ｒｅｐꎬ ２０１７ꎬ ７
(１):５９９８.

[３９]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ＣＡＬＥＲＯ Ｌꎬ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ＰＪꎬ ＭＡＲＴＩＮ￣ＬＯＲＥＮＺＯ
Ｍꎬ ｅｔ ａｌ. Ｕｒｉｎａｒｙ ｅｘｏｓｏｍｅ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
ｓｉｖ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ｌｂｕｍｉｎｕｒｉａ [ Ｊ] . 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ꎬ ２０１７ꎬ ８(２７):
４４２１７￣３１.

[４０] 　 ＺＨＵ Ｗꎬ ＨＵＡＮＧ Ｌꎬ ＬＩ Ｙꎬ ｅｔ ａｌ. Ｅｘｏｓｏｍｅ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ｕｍａｎ
ｂｏｎｅ ｍａｒｒｏｗ 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ｕｍ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ｖｉｖｏ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Ｌｅｔｔꎬ ２０１２ꎬ ３１５(１):２８￣３７.

(本文编辑:秦旭平)

１５２中南医学科学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第 ４６ 卷第 ３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