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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不常見但後果嚴重
腰背痛是十分常見的不

適，八成人在一生中起碼會
經歷一次。大部分腰背痛都
是沒有大礙的，痛楚會在數
周內自然減退。然而，若疼痛
劇烈，且痛楚持續不退，並有
發燒、不適、夜汗等情況，就
要提高警覺了，因為這可能是
脊椎受感染的表徵。

脊椎感染約佔所有感染
個案的5%，雖然不算常見，
但卻可以導致非常嚴重的後
果，例如嚴重的椎骨變形和
全身癱瘓。所以，若出現以
上所述的不適徵狀，必須特
別留意，切勿掉以輕心。及
早發現並接受治療，可大大
提高治癒機會，減輕脊椎骨
及組織的受損程度，減低後
遺症對患者活動能力所造成
的永久性影響。

男女老幼皆可能患上
脊椎感染在腰椎和胸椎

位置的病發率最高，脊椎
骨、椎間盤和腦硬膜都有可
能受細菌入侵。無論男女老
幼均有機會患上此症，但當
中以長者患病的風險較高。
而患有慢性病如糖尿病、腎
病、肝病的人士、免疫系統
疾病如類風濕性關節炎、紅
斑狼瘡症病人，以及需長期
服用免疫系統抑制藥物如類
固醇的病人，由於免疫力比
較弱，故也是脊椎感染的高
危族群。

急性感染於數天內發病
脊椎感染可透過X光檢

查、電腦掃描檢查、磁力共
振掃描檢查等方法確診。感
染可分為急性及慢性兩種，
急性感染多數由化膿性細菌
引起，葡萄球菌就是其中一

種常見的致病細菌。急性感
染的患者通常於數天內發
病，常見的病徵為劇烈的腰
背痛和發燒，病情嚴重者可
出現血壓低、敗血症及有休
克的情況。

對於未有出現併發症的
病人，醫生會先抽取他們的
血液樣本進行細菌培植，或
在有需要時抽取脊髓化驗，
以確定患者的脊椎感染是由
哪種細菌引起，再處方相應
的抗生素作治療。在連續服
用抗生素約6至12周後，大部
分患者都會逐漸痊癒。

部分慢性感染病徵不明顯
慢性脊椎感染多由肺結

核菌感染引起，又稱癆菌感
染。患者會在數星期或數月
內發病，病徵包括輕微發
燒、頭痛、背痛及腰椎疼
痛，但部分患者的病徵並不
明顯，容易令他們延誤就
醫，同時亦增加了診斷和治
療的困難。慢性感染的患者
通常需要服用抗生素約1年，
後再按病情進展所需，接受
物理治療，幫助康復及調整
身體機能。

延誤治療可致癱瘓
如能在感染初期及早發

現問題，並作出正確診斷，
大部分患者在接受適當抗生
素治療後，都能逐漸康復，
而且出現後遺症的機會也較
低。然而，若感染情況嚴重
或太遲才確診，單靠藥物治
療也未必能令病情受控。

無論急性或慢性脊椎感
染，均可引致脊椎骨嚴重變
形或脊椎組織化膿，已變形
或移位的椎骨及膿腫會壓逼
神經線。神經線一旦受壓，
便會導致四肢乏力、麻痺，

嚴重的甚至會有癱瘓的情
況。此外，還有可能導致大
小便失禁及性功能受影響。

嚴重感染或需接受手術
若有以上類似情況發

生，患者除需要接受抗生素
治療外，也需接受手術，清
除膿腫及受感染或壞死的組
織，為神經線減壓，以助紓
緩病徵及控制病情。另外，
若感染已破壞脊椎骨的穩定
性，便需要進行手術，以脊

椎融合術固定脊椎，或以支
架幫助穩定脊椎，以免患者
的活動能力進一步受影響。

然而，如果感染情況太
差，以致脊椎組織已嚴重受
損，患者在接受上述治療後
即使能痊癒，也有可能出現
永久性的後遺症。

增強抵抗力防感染
脊椎會否受到感染，與

患者本身的抵抗力有非常密
切的關係。上文提到，長者

和長期病患者由於體弱，抵
抗力差，所以比一般人容易
患上脊椎感染。這類人士應
特別留意自己的健康狀況，
如果突然出現持續性並劇烈
的局部腰背痛，同時又有發
燒、夜汗等不適，便應儘快
求醫，查明病因。若及時得
到適切的治理，痊癒情況亦

相當理想。
即使你並非上述的高危

一族，也不表示脊椎感染與
你無關，若抵抗力減弱，患
病的風險便會上升。平時應
奉行健康生活模式，保持均
衡飲食及做適量的運動，以
增強身體抵抗力，對預防患
上脊椎感染有一定的幫助。

不少人都曾經有腰骨疼痛的經驗，但他們大多
認為這只是「小毛病」，通常都不以為然。如果
疼痛不劇烈，多數人會選擇置之不理，深信痛
楚在一段時間後便會自動消失。腰骨痛確實可
以是小問題，但也有可能是感染性脊椎炎（又
稱為脊椎感染）的其中一個病徵。該症除了會
令患者痛楚難當外，若無及時治理，更可引致
脊椎骨變形，甚至令患者癱瘓，其危險性不容
小覷。下次如遇有腰骨痛，而且痛楚久久不消
退，必須提高警惕，儘快就醫檢查。

脊椎感染可致癱瘓
腰骨痛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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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出現脊椎神經受壓，病人需接受手術減壓、固定及支撐脊椎。

受感染的部分(箭嘴所示)化膿壓逼神經線可令雙腿乏力、麻木，
甚至癱瘓。

脊椎感染可致脊椎出現嚴重變形。脊椎感染，椎間盤及椎骨被細菌侵食（箭嘴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