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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损伤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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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介绍



性别
男

姓名
张三

年龄
35岁

就诊时间
2022年5月10日

职业
建筑工人

患者基本信息



病史
患者于就诊前一周在高空作业时从3米高处坠落，背部着地，当即出现双下肢

运动及感觉障碍，伴大小便失禁。无其他重要脏器损伤史，无药物过敏史。

临床表现
查体见患者神志清楚，言语流畅。双上肢肌力及肌张力正常，双下肢肌力0级，

肌张力减弱。脐水平以下感觉消失，双侧巴氏征阳性。

病史及临床表现



根据患者病史、临床表现及影像

学检查，诊断为脊髓损伤（T10

节段完全性损伤）。

诊断依据

X线片示T10椎体压缩性骨折；

MRI示T10节段脊髓信号中断，周

围软zu织肿胀。

检查结果

诊断依据与结果



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无手术禁忌症，遂行“T10椎体

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脊髓减压术”。术后给予抗炎、脱水、

营养神经等药物治疗，并结合康复科会诊意见进行康复训练。

治疗过程

患者术后恢复良好，双下肢肌力逐渐恢复至3级，感觉平面逐

渐下移。经过3个月的康复治疗，患者已能扶拐行走，生活基

本自理。但仍有轻度大小便功能障碍，需继续康复治疗。

预后

治疗过程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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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损伤类型与程度



完全性损伤
完全性脊髓损伤是指脊髓在某一节段受到完全横断性的损害，导致该节段以下的

所有感觉和运动功能完全丧失。这种损伤通常是由严重的外伤引起的，如交通事

故、高处坠落等。

不完全性损伤

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是指脊髓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但并未完全横断。这种损伤可

能导致部分感觉和运动功能的丧失，但患者仍保留有一定的神经功能。不完全性

损伤的程度和症状因个体而异，取决于损伤的具体位置和严重程度。

完全性与不完全性损伤



颈段脊髓损伤可能导致四肢瘫痪，因为颈段脊髓是控制全
身运动和感觉的重要部位。损伤越高位，对神经功能的影
响越大。

颈段脊髓损伤

胸段脊髓损伤可能导致下肢瘫痪和感觉障碍，同时可能影
响部分上肢功能。具体症状取决于损伤的节段和程度。

胸段脊髓损伤

腰段脊髓损伤主要影响下肢功能和膀胱、直肠等盆腔器官
的功能。患者可能出现下肢运动障碍、感觉异常和大小便
失禁等症状。

腰段脊髓损伤

损伤节段与神经功能影响



并发症风险评估

呼吸系统并发症

高位脊髓损伤可能导致呼吸肌麻痹，使患者无法自主呼吸。此外，长
期卧床和排痰困难也可能导致肺部感染等呼吸系统并发症。

泌尿系统并发症

脊髓损伤可能导致膀胱功能障碍，使患者出现排尿困难、尿潴留和尿
路感染等症状。

皮肤并发症

长期卧床和感觉障碍可能导致皮肤压疮、溃疡和感染等并发症。

其他并发症

脊髓损伤还可能引起骨质疏松、深静脉血栓、体温调节障碍等其他并
发症。



康复潜力评估

神经功能恢复潜力
根据损伤的节段和程度，评估患者神

经功能恢复的潜力。一般来说，不完

全性损伤的恢复潜力较大，而完全性

损伤的恢复潜力较小。

社会适应能力评估

评估患者重新适应社会的能力，包括

工作、学习、社交等方面的能力。这

有助于制定个性化的康复计划和目标。

生活自理能力评估

评估患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恢复情

况，包括穿衣、进食、洗漱等基本生

活技能。

心理健康状况评估

关注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评估其是否

存在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必要时给

予心理干预和支持，帮助患者积极面对

康复过程中的挑z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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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案及实施过程



确保患者呼吸道通畅，维
持生命体征稳定，对伤口
进行初步处理。

现场急救 转运与后送 初步评估与诊断

将患者迅速、安全地转运
至具备救治条件的医疗机
构。

对患者进行全面检查，确
定损伤部位和程度，制定
初步治疗方案。

030201

急性期处理措施



1

2

3

早期应用可减轻脊髓水肿，改善神经功能。

糖皮质激素

促进神经细胞生长和修复，改善神经功能。

神经营养药物

针对疼痛、痉挛等症状进行药物治疗。

对症治疗药物

药物治疗方案选择



手术治疗适应证与禁忌证

适应证

脊柱骨折脱位、脊髓压迫症状明显、

进行性神经功能障碍等。

禁忌证

严重心肺功能不全、凝血功能障碍、

手术部位感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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