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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告·

胸1/2椎间盘突出并发Horner综合征一例并文献回顾

郜顺兴 刘红正 张楠

胸椎受胸廓固定，活动度差，因此症状性T1/2椎间盘突出

在临床上较为罕见。1945年，Svien等［1］首次报道了 1例 T1/2

椎间盘突出症，国内至今未见此类病例报道。T1/2椎间盘突

出根据神经受累情况可表现为神经根型或脊髓型，但极少数

病人合并Horner综合征［2］和（或）Brown⁃Sequard综合征［3］。

如果不能及时明确诊断，易造成漏诊、误诊，影响治疗及预

后。我院于2019年12月收治1例T1/2椎间盘突出，表现为神

经根性损害及Horner综合征，现报告如下。

临 床 资 料

病人，女，53岁，主因突发颈痛伴左上肢放射痛无力、左

眼睑下垂 5 d入院。病人于 5 d前无明显诱因突然出现颈肩

部剧烈疼痛并左上肢放射痛，可放射至左上臂；1 d后症状加

重，疼痛可放射至左前臂及左手，出现左手麻木感、无力感，

左手、左腕屈伸活动受限，以左手环小指外展内收受限最为

明显，同时伴左脸感觉异常、左眼睑下垂（图 1 a），遂就诊于

当地医院。头部MRI检查、四肢肌电图检查均未见明显异

常。颈椎MRI示C3/7椎间盘突出，颈椎骨质增生，颈椎曲度变

直；给予对症甘露醇脱水、地塞米松等保守治疗，病人左上肢

放射痛症状较前好转，但左手无力感、左环小指外展受限未

见明显恢复。

病人遂再次就诊于我院，体检：左上睑下垂、双侧瞳孔不

等大（左侧小于右侧）、室内环境下面部未见明显无汗；左

侧腕背伸肌力 4级、屈腕肌力 4级、指伸肌力 3级、指屈肌力

3级、骨间肌肌力1级、小指外展肌力1级（见图1 b、c）。余肢

体肌力正常，双上肢腱反射正常，Hoffmann征阴性，Babinskin
征阴性，踝阵挛阴性。病人自带颈椎MRI见可疑C7/T1椎间盘

突出，立即于我院复查颈胸段MRI示 T1/2椎间盘突出，颈椎

MRI示T1/2椎间盘脱出（左侧型），T1神经根受压（见图1 d、e）。
门诊医师以“T1/2椎间盘突出症”收入病房治疗。

病人入院完善相关检查后，建议病人手术治疗，但病人

及家属要求保守治疗，拒绝手术治疗。遂给予卧床、止痛等

对症治疗，经对症治疗后左上肢放射痛较前好转，左眼睑下

垂未见明显恢复，自动出院。

图 1 病人，女，53岁 a：病人左侧眼睑下垂；b、c：病人左手屈伸活动

及左手环小指外展明显受限；d、e：MRI可见T1/2椎间盘脱出（左侧型），

T1神经根受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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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胸椎间盘突出临床少见，且大多数胸椎椎间盘突出发生

在T8水平以下，由于胸廓的遮挡，上胸椎活动度较差，且小关

节方向与颈椎活动方向不一致，因此上胸椎椎间盘突出在临

床上是罕见的［4］。目前，上胸椎椎间盘突出症报道多位于T1/2

节段，占所有胸椎间盘突出的1%~3%，T1/2椎间盘突出根据神

经受累部位可表现为不同的临床症状。除了肩背部疼痛外，

可表现根性症状，为T1神经根受累，由于其为臂丛神经下干

组成部分，表现为上肢尺侧放射性疼痛麻木，手内在肌、小指

外展肌力减弱；或可表现为脊髓受累，出现胸腹部束带感、行

走不稳、踩棉感等；极少数病人还可表现Horner综合征和

（或）Brown⁃Sequard综合征。早期文献诊断T1/2椎间盘突出，

多采用椎管内造影的办法［5］，随着影像学发展，MRI是目前诊

断T1/2椎间盘突出最为可靠的方法，CT可用于明确突出间盘

组织是否伴有钙化。文献分析显示T1/2椎间盘突出症中，突

出物位于后外侧型约占总数2/3，中央型占1/3［3］。

Horner综合征是由于交感神经通路障碍导致的眼部症

状，交感神经通路自下丘脑发出后经过脑干、颈髓下降至

C8~T2脊髓侧角换元，第2级神经元发出后离开颈髓沿颈部交

感神经链向下行至锁骨下动脉附近，向上折返，到达颈动脉

分叉处的颈上神经节再次换元，换元后的节后神经纤维缠绕

颈内动脉壁进入颅内、海绵窦，最后随眼神经进入眼眶，支配

眼睑Müller肌、瞳孔扩大肌［6］。Horner综合征典型三联征是

患侧上睑下垂、瞳孔缩小、无汗，其中患侧上睑下垂、瞳孔缩

小较无汗更为常见，但均不会引起任何功能性视觉障碍［7］。

Horner综合征可发生在交感神经链的任何一点，根据损伤部

位不同可分为中枢性、节前性或节后性交感神经损伤，C8、T1、

T2神经根受损，可出现Horner综合征。T1/2椎间盘突出导致的

Horner 综合征属于 T1神经根节前病变，最早在 1978 年由

Gelch［8］首次报道，后又相继出现临床个案报道［2，9⁃10］，但国内

目前无相关报道。在诊断T1/2椎间盘突出合并Horner综合征

前，必须与其他原因引起的Horner综合征进行鉴别，如Pan⁃
coast癌等［11］。李洋等［12］回顾了 2例颈胸段半椎体畸形合并

Horner综合征病人，认为是颈胸椎脊柱畸形压迫颈交感神经

节而引起Horner综合征。

对于T1/2椎间盘突出的治疗包括保守治疗与手术治疗，

保守治疗适用于T1/2椎间盘轻度突出，神经功能受损较轻的

病人，Rahimizadeh 等［3］报道 1 例以左侧神经根性症状及

Horner综合征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病人，经保守治疗5个月后，

突出的T1/2椎间盘组织基本消失，临床症状缓解。但对于存

在疼痛剧烈或合并严重神经功能障碍的病人，以及合并

Horner综合征的病人，积极手术治疗是有必要的，多数文献

支持手术治疗方案［1⁃5，8⁃10，13⁃14］。对于中央型T1/2椎间盘突出，可

行前路手术［下颈椎入路和（或）有限胸骨劈开入路］，对于侧

后方T1/2椎间盘突出，可以采用胸椎全椎板切除神经根减压

术，或胸椎K⁃holy技术来完成。目前，行脊柱内窥镜下间盘

摘除神经根松解是可选择的手术方案之一。文献报道显示，

手术治疗总体效果良好，多数病人的疼痛症状得到缓解，运

动及感觉功能障碍得到改善，但伴随的Horner综合征恢复较

慢［13⁃14］，Possley等［14］报道1例病人在术后6周根性疼痛、运动

和感觉障碍基本消失，但直至术后9个月Horner综合征未见

明显改善。对于有神经根性症状和体检结果符合Horner综
合征的病人，应进行包括颈胸段在内的MRI检查，准确的诊

断和及时的治疗可以改善病人的临床症状，提高临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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