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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全身性慢性进行性疾病,好发于青年男

性,发病年龄通常在13-31岁,高峰在20-30岁,主要侵犯骶髂

关节、脊柱骨突、脊柱旁软组织及外周关节,并可伴发关节外表现。

严重者可发生脊柱畸形和关节强直,导致劳动能力丧失,甚至生活

不能自理。如不积极防治,会对患者的健康造成极大危害。强直

性脊柱炎的病因尚不很清楚,从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遗传和环境因

素在本病的发病中起着重要作用。二十多年来,随着风湿病学及

相关学科的迅速发展,对强直性脊柱炎发病机制的研究有了很大

进展,对本病的认识也出现了重大转折,使强直性脊柱炎由一种恶

性、不可治疗的致残性疾病,转变为一种较为良性的、可治疗的疾

病,为强直性脊柱炎患者带来了福音。

由于该病发病时病情比较隐匿,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不易引

起患者的重视。特别好发于青少年,而青少年常常会将此病的症

状误以为是运动后的损伤表现,使疾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给

患者的身心带来不必要的痛苦。还有的患者受虚假医疗广告误

导,偏听偏信,采用所谓的“偏方”“秘方”,不仅未能有效控制病情,

反而贻误诊治时机,导致疾病恶化,造成关节畸形,甚至致残,生活

不能自理,给患者及其家庭造成巨大伤害。如果患者能多掌握一

些有关这类疾病防治方面的基本常识,就会及时做好对本病的防

治,避免疾病进展造成的伤害。本书所列举的许多问题都是临床

工作中患者提出的一些带有普遍性或代表性的问题,我们将这些

问题根据疾病的发展历史、病因病机、如何检查、如何诊断、如何治



疗、中医中药应用及如何防护保养等加以编排,并对每个问题的重

点加以提示,希望能给读者在强直性脊柱炎防治方面有所启示和

帮助。

参与本书的编者,都是来自于本院风湿科临床一线的专科医

生,他们不仅具备丰富的风湿病诊治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

而且经常参与风湿病患者的健康科普教育,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患

者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同情心,容易与患者沟通,充分了解患者的需

求。在编写过程中,他们结合自身的临床经验和体会,查阅了大量

的相关文献,力求将书稿写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由

于我们的学识和知识水平有限,书中若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恳请读

者不吝指正。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佛山市中医院

余俊文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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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知识

1.强直性脊柱炎的认知历史有多久

临床上有不少患者被诊断为强直性脊柱炎(AS)后,其患者和

家人会问,怎么以前没听说过这个病呢,甚至有些非风湿病专科的

医生也感慨,以前很少见到强直性脊柱炎病人,现在为什么会越来

越多呢。强直性脊柱炎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也不是一个新病种。
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古老的疾病,对它的认知经过了漫长的历史。
早在古埃及即有关于本病的描述,而在我国,两千多年前的《黄帝

内经》也有相匹配的记载,只是以往我们对强直性脊柱炎的病因病

机、症状、体征、流行病学特点了解甚少,一直未对此病形成一个共

识,直到1961年才有了关于AS的正式病历记录,但一直被认为

是类风湿关节炎的变异而被称为“类风湿关节炎,中枢型”或“类风

湿脊柱炎”。1973年人们发现了AS与 HLA-B27相关,之后随着

对AS认识的不断加深,使得AS从类风湿关节炎中分离出来,称
为脊柱关节炎的范畴。脊柱关节炎(spondyloarthritis)是一组有

着共同临床特征的疾病,既往称为脊柱关节病或血清阴性脊柱关

节病,包括AS、反应性关节炎、银屑病关节炎、炎性肠病性关节

炎、幼年脊柱关节病及未分化型脊柱关节病,该组疾病 HLA-B27
基因阳性率高,有家族聚集现象,累及中轴及下肢关节,有肌腱端

炎和一些特征性的关节外表现。这一组疾病都可能逐渐发展为

AS。
【提示】 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古老的疾病,随着科学的发展,

特别是现代科学与相关学科的发展,我们对强直性脊柱炎的病因、
发病机制等方面认识越来越多,如今已将强直性脊柱炎列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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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病种,并制订了科学合理的诊治标准与方案。

2.什么是强直性脊柱炎

2010年夏天,一位父亲带着他刚上初中的儿子来到风湿科诊

室,诉说他儿子腰部疼痛已1年多了,在当地医院就诊,一直以为

是打球后的运动性损伤,中西药吃过不少,但症状难以持续缓解,
病情反复发作,常常因疼痛而彻夜难眠,最近行走困难,活动时腰

骶部和双髋部疼痛加重,且日渐消瘦,只好专门从乡下到大医院的

专科诊治。经过查体、实验室、腰骶部CT检查后,确诊为强直性

脊柱炎(AS)。面对这个陌生的病名,这个父亲一脸担忧、迷惑。
究竟AS是什么?

AS像一个新生事物、新生名词一样令百姓、甚至很多临床医

生感到困惑。强直性脊柱炎实际是一种自古就存在的疾病,据考

古学家考证,在几千年前古埃及人的骨骼就发现有强直性脊柱炎

的证据。而距今约2000年,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曾经诊治过一

类患者,其骶骨、脊椎、颈椎部的疼痛,与现代的AS的病症十分吻

合。1893年,俄国人Btchterev首先对此病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我国在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素问·痹论篇》中记载,“肾痹

者,善胀,尻以代踵,脊以代头”,形象简练地阐述了本病的病机及

症状。强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spondylitis,AS)曾被命名为类

风湿脊柱炎、畸形性脊柱炎、类风湿中心型等,现在被统一称为强

直性脊柱炎,它是一种主要侵犯脊柱,并可不同程度累及骶髂关节

和周围关节的慢性进行性炎性疾病。因疾病后期,腰、颈、胸段脊

柱关节、韧带及骶髂关节的炎症和骨化,出现脊柱强直、畸形、屈伸

侧弯活动受限,髋关节受累,导致下肢行走活动受限,故名强直性

脊柱炎。随着医学诊治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风湿免疫性疾病诊治

水平的飞速发展,强直性脊柱炎越来越受重视,越来越多的AS患

者得到诊断与及时科学的治疗。但AS的发病原因、机制复杂,目
前仍在研究中,并且有一部分病人症状不典型,不以腰骶部疼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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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症状,所以对此病的诊疗带来很大的困难。
【提示】 AS是一种常见的风湿疾病,是一种自古就有的疾

病。随着医学水平的发展,医学对AS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目前世

界医学界对AS已形成一套科学、规范、有效的治疗方案。因此,
对AS充分认识,树立坚定的信心,及时诊断与早期合理治疗,是
能够消除症状和控制病情发展的。只要坚持治疗,多数人都能获

得较高的生活质量。

3.强直性脊柱炎有哪些流行病学特点

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其流行病学特点具体

如下。
(1)发病率与好发人群:患病率在各国报道不一,日本本土人

为0.05%~0.2%,我国患病率初步调查为0.3%左右。本病男女

之比为2∶1~3∶1,女性发病缓慢及病情较轻。
(2)发病年龄:发病年龄通常在13-31岁,高峰在20-30岁,

40岁后及8岁前发病者少见。
(3)具有遗传性、家族聚集倾向,与 HLA-B27相关:本病病因

未明。从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遗传与环境因素在本病的发病中发

挥作用。已证实,强直性脊柱炎的发病和 HLA-B27密切相关,并
有家族聚集倾向。健康人群的 HLA-B27阳性率因种族与地区不

同差别很大,如欧洲的白种人为4%~13%,我国为2%~7%,可
是AS患者的HLA-B27阳性率在我国患者高达90%左右。

(4)本病发病隐袭,患者逐渐出现腰背部或骶髂部疼痛和(或)
晨僵,半夜痛醒,翻身困难,晨起或久坐后起立时腰部晨僵明显,但
活动后减轻。24%~75%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在病初或病程中出

现髋关节或外周关节病变,其中膝、踝和肩关节居多,肘及手和足

小关节偶有受累,外周关节病变多为非对称性,常只累及少数关节

或单关节,以及下肢大关节的关节炎为本病外周关节炎的特征之

一。髋关节受累占38%~66%不等,表现为局部疼痛,活动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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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曲挛缩及关节强直,其中大多数为双侧,而且94%的髋部症状

起于发病后头5年内。发病年龄较小,外周关节起病者易发生髋

关节病变。1/4的患者在病程中可发生眼色素膜炎,为单侧或双

侧交替,可反复发作甚至可致视力障碍。
【提示】 强直性脊柱炎有其自身的流行病学特征,掌握其流

行病学特点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该疾病。为其防治提供科学的

理论依据。

4.人的脊柱是怎样组成的

强直性脊柱炎侵犯的是骶髂关节和脊柱,为什么脊柱有病变

会出现很多不同的表现呢? 这就有必要先搞清楚脊柱的结构到底

是怎样的。
人类脊柱由颈椎7块、胸椎12块、腰椎5块、骶骨1块和尾骨

1块借韧带、关节及椎间盘连接而成。脊柱上端承托颅骨,下连髋

骨,中附肋骨,并作为胸廓、腹腔和盆腔的后壁。脊柱具有支持躯

干、保护内脏、保护脊髓和进行运动的功能。脊柱内部自上而下形

成一条纵行的脊管,内有脊髓,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枢神经系统。
这样众多的脊椎骨,由于周围有坚强的韧带相联系,能维持相当稳

定,又因彼此之间有椎骨间关节相连而具有相当程度的活动,每个

椎骨的活动范围虽然很小,但若全部一起活动,范围就会增大很

多。脊柱的前面由椎体堆积而成,其前与胸腹内脏邻近,不但保护

脏器本身,同时还可保护至脏器的神经、血管,其间仅隔有一层较

薄的疏松结缔组织。椎体破坏时,在颈部,脓液可聚集于咽后,或
沿颈部下降至锁骨下窝,亦可沿臂丛至腋窝;在胸部可沿肋间神经

至胸壁,亦可波及纵隔;在腰部可沿腰大肌筋膜下降,形成腰大肌

脓肿,可流注至腹股沟下方,亦可绕过股骨小转子至臀部。脊柱的

后面由各椎骨的椎弓、椎板、横突及棘突组成。彼此借韧带互相联

系,其前面仅覆盖肌肉,比较接近体表,易于扪触。脊柱后部的病

变易穿破皮肤。当椎管周围的骨性结构(如椎体、椎弓、椎板)因骨

—4—

췍 强直性脊柱炎防治指导



折或其他病变而侵入椎管时,即可引起脊髓压迫症,甚至可因少量

出血及肉芽组织即可引起截瘫。因此,当脊柱被侵犯或出现病变

时,可出现多种多样的临床表现。若AS得不到及时、科学规范的

治疗,随着病情进展,整个脊柱可自下向上发生强直。先是腰椎前

凸消失,进而呈现驼背畸形、颈椎活动受限。胸肋连接融合,胸廓

硬变,影响患者的呼吸功能。晚期病例因严重的骨质疏松易发生

骨折,颈椎骨折可致死。典型病例 X线片表现骶髂关节明显破

坏,后期脊柱呈“竹节样”变化。
【提示】 人的脊柱是由26块椎骨,通过大量的韧带、软骨所

组成,当罹患AS时,就会侵犯中轴关节,改变或破坏脊柱结构,进
而影响人体脊柱功能,出现相应的临床表现。

5.人的脊柱有什么功能

不少人以为人体的脊柱仅仅只起到支撑作用,而不知道脊柱

除了作为人体中轴骨骼是身体的支柱外,还有负重、减震、保护和

运动等功能。
人体直立时,重心在上部,通过齿突至骨盆,位于第2骶椎前

左方约7cm处,相当于髋关节额状轴平面的后方,膝、踝关节的前

方。脊柱上端承托头颅,胸部与肋骨结成胸廓。上肢借助肱骨、锁
骨和胸骨及肌肉与脊柱相连,下肢借骨盆与脊柱相连。上下肢的

各种活动,均通过脊柱调节,保持身体平衡。脊柱的4个生理弯

曲,使脊柱如同一个弹簧,能增加缓冲震荡的能力,加强姿势的稳

定性,椎间盘也可吸收震荡,在剧烈运动或跳跃时,可防止颅骨、大
脑受损伤,脊柱与肋、胸骨和髋骨分别组成胸廓和骨盆,对保护胸

腔和盆腔脏器起重要作用。
此外,脊柱除支持和保护功能外,还具有运动功能,可以进行

灵活的运动。虽然在相邻两个椎骨间运动范围很小,但多个椎骨

间的运动累计在一起,就可进行较大幅度的运动,其运动方式包括

屈伸、侧弯、旋转和环转等。脊柱各段的运动度不同,这与椎间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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