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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研究发现，退变性腰椎滑脱症患者滑脱节段的关节突
关节形态与正常人相比，有更小的关节突关节角和更大的
关节突关节椎弓根角，即关节突关节发生形态学改变[1-2]，
主要包括水平化改变和矢状化改变两方面。目前，这种形
态学改变的发生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关
节突关节形态改变是先天存在的，另一部分则认为是随年
龄增加而产生的退行性改变。因此，本研究回顾性选取不
同年龄阶段人群的下腰椎关节节段的CT图像进行比较，以
明确年龄是否对下腰椎关节突关节形态有所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1月至2020年5月于本院体检中
心进行腰椎CT检查的167例体检者为研究对象，纳入对象
均为非腰椎疾病患者。将所有研究对象根据年龄划分为青
年组、中年组和老年组，其中，青年组55例，年龄20~40

岁，男29例，女26例；中年组56例，年龄40~60岁，男28
例，女28例；老年组56例，年龄60~80岁，男27例，女29例。
纳入标准：对本研究均知情同意且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测量腰椎关节突关节角和腰椎关节突关节椎弓根
角。关节突关节角通过与上位椎体下缘相平行的面进行CT
扫描，将下位椎体后上缘平面设置为测量平面，使经过椎
体正中央矢状面的直线，相交于通过两侧腰椎关节突关节
面前内侧点和后外侧点的连线，即可分别得到左右两侧关
节突关节角，对其进行测量并记录测量结果，取其平均值
即为关节突关节角。腰椎关节突关节椎弓根角的测量通过
与上位椎体的正中矢状面相平行的面进行CT扫描，将椎管
外缘层面设置为扫描平面，得到一个矢状图像，在图上通
过对椎体前后缘中点连线相较于椎间关节突关节间隙的直
线角进行测量，得到左右腰椎关节突关节椎弓根角，取平
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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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越高，从而引起下腰椎关节发生水平化和矢状化的形态学改变，因而，年龄是导致下腰椎关节突形态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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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orphology of lower lumbar facet joint and age. Methods  A total of 167 controls who underwent 
lumbar CT examination in physical examination center of the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May 2020 were enroll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age,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dolescent group (55 cases), middle-aged group (56 cases) and elderly group (56 cases). The 
joint angles and pedicle angles of L4/5 facet joint on CT images in each group were measured. The differences among all groups were compared. 
The degeneration of L4/5 facet joint on CT cross-sectional images was evaluated and compared among all groups.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joint angles and pedicle angles of L4/5 facet joint among all groups (P<0.05). With advancing age, joint angle of L4/5 facet joint 
was gradually decreased, showing negative correlation, while pedicle angle of L4/5 facet joint was gradually increased, showing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egeneration of L4/5 facet joint among different age groups (P<0.05). The older the age, the 
higher the degeneration grading of facet joint. Conclusion  The older the age, the higher the possibility of structure changes of the lumbar facet 
joints induced by degenerative changes of lumbar joints, resulting in horizontal and sagittal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the lower lumbar joints. 
Therefore, ag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leading to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lower lumbar facet 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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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指标  比较三组成员L4/5关节突关节角和L4/5关
节突椎弓根角。比较三组成员腰椎关节突关节退变程度分
级：Ⅰ级：关节间隙变窄；Ⅱ级：关节突关节中度退变，
关节间隙变窄，关节硬化或增生；Ⅲ级：关节突关节严重
退变，关节间隙包含性变窄，关节硬化；Ⅳ度：骨赘生成。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数据选用统计学软件SPSS 19.0分
析和处理，计量资料数据用(χ- ±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
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2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三组研究对象L4/5关节突关节角和L4/5关节突椎
弓根角比较  各组间L4/5关节突关节角和L4/5关节突椎弓
根角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年龄的增大，
L4/5关节突关节角逐渐缩小，呈负相关关系，L4/5关节突
椎弓根角逐渐增大，呈正相关关系，见表1。

2.2 各组间L4/5关节突关节退变程度比较  不同年龄
组 之 间 L 4 / 5 关 节 突 关 节 退 变 程 度 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年龄越大，关节突关节退变程度分级越高，见
表2。

3  讨   论
　　由于脊柱主要起承担上半身负重的作用，随着年龄的
增长，人体脊柱的各个解剖结构均会发生相应的退行性改
变[3]。有学者指出，关节突关节发生退变的始动因素是椎

间盘的退变，原因在于椎间盘与同节段的关节突关节共同
构成“三关节复合体”，三者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当年龄
逐渐增长时，椎间盘也会因长期承重而发生相应退行性改
变，使其低于原有高度，造成相邻椎体椎间隙变窄，随即
周围韧带也发生松弛。此外，椎间盘的退行性改变可造成
运动轴后移，改变了双侧关节突关节的受力情况，从而发
生形态学改变[4-5]。研究表明，关节退变的同时也有可能出
现结构重塑[6]。当关节突关节发生退变时，长期的负重会
磨损关节面，这对腰椎形态变化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由
于腰椎各部分生理功能不同，生理曲度和关节突关节形态
也各有差异，L4/5作为中间过渡环节，需要应对各类扭
转、剪切力，关节面也逐渐由矢状面偏向冠状面，因而对
该部分有更高的形态结构要求。当L4/5周围组织发生功能
减退时，则很容易出现骨关节炎和关节重塑[7-8]。L4/5节段是
人体主要的负重部位，也是最容易发生退变的区域。本研
究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L4/5关节突关节角逐渐变
小，L4/5关节突椎弓根角逐渐变大，提示腰椎关节突关节
的水平化和矢状化程度增高，此外，年龄越大，L4/5关节
突关节退变越严重[9-12]。
　　综上所述，随着年龄的增加，腰椎关节突关节可随之
发生结构重塑，产生水平化和矢状化的形态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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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 组 研 究 对 象 L 4 / 5 关 节 突 关 节 角 和 L 4 / 5 关 节 突 椎 弓 根 角 比 较
(χ- ±s, °)

组别                               L4/5关节突关节角       L4/5关节突椎弓根角

青年组(n=55)              51.27±11.78                                  101.67±2.31

中年组(n=56)              47.16±10.38                                  104.17±3.67

老年组(n=56)               44.94±9.79                                  107.34±4.17

t                                  5.015                                  37.045

P                                  0.008                                  0.000

表2 各组间L4/5关节突关节退变程度比较[n(%)]
组别                      Ⅰ度              Ⅱ度    Ⅲ度           Ⅳ度

青年组(n=55)           48(87.27)           5(9.09) 2(3.64)         0

中年组(n=56)           22(39.29)               28(50.00)            5(8.93)         1(1.78)

老年组(n=56)           7(12.5)          13(23.21) 29(51.79)          7(12.50)

χ2                 64.011          24.060 45.988         11.174

P                 0.000          0.000                     0.000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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