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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横突“三长、四翘、五扁”形成年龄的影像学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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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人类腰椎横突，分析 L3 横突较长( “三长”) 、L4 横突向上翘起( “四翘”) 、L5 横突扁状( “五扁”) 形成的年

龄分布情况。方法 选 4 组 1－25 岁儿童青少年腰椎 X 线照片进行观察，分析其 L3－5 横突形成“三长、四翘、五扁”的起始年龄，

而后对各主要年龄段进行细致观察。结果 L3 横突较长者起始年龄为 9 岁 17 例、10 岁 3 例; L4 向上翘者起始年龄为 10 岁 18
例、11 岁 2 例; L5 横突呈扁平状自 9－15 岁陆续形成。结论 人类腰椎横突自 9 岁开始 L3 横突较长，10 岁开始 L4 横突向上翘

起，9 岁开始至 15 岁 L5 横突扁平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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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Wolff 定律，骨骼的生长会受到力学刺激影

响改变其结构，人类腰椎横突同样是受到力学影响

而出现 L3 横突较长( “三 长”) 、L4 横 突 向 上 翘 起

( “四翘”) 、L5 横突呈扁平状( “五扁”) 的形态特征。
为了进一步了解腰椎发育过程中“三长、四翘、五扁”
的出现规律，现通过对青少年腰椎正位 X 线片资料

进行统计观察，以探讨其年龄分布情况。

1 资料与方法

选取 4 组 1 ～ 25 岁年龄段人群，并摄取腰椎正

位 X 线片，初步发现 9 ～ 15 岁逐步形成腰椎横突“三

长、四翘、五扁”现象( 图 1 ) 。在此基础上，分别选 9
岁、10 岁、11 岁、12 岁、13 岁、14 岁、15 岁各年龄段

的 X 线片及部分 CT 片各 20 例，作为观察对象。

2 结果

( 1) “三长”: L3 横突变长的起始年龄为 9 岁 17

例( 85% ) 、10 岁 3 例( 15% ) ，见图 2。( 2) “四翘”:

L4 横突向上翘起的起始年龄为 10 岁 14 例( 70% ) 、
11 岁 4 例 ( 20% ) 、12 岁 2 例 ( 10% ) ，见图 3。( 3 )

“五扁”: L5 横突呈扁平状的起始年龄为 9 岁 4 例

( 20% ) 、10 岁 8 例( 40% ) 、11 岁 4 例( 20% ) 、12 岁 1

图 1 腰椎横突“三长、四翘、五扁”的三维重建 CT( 15 岁)

例( 5% ) 、13 岁 1 例( 5% ) 、14 岁 1 例( 5% ) 、15 岁 1
例( 5% ) ，见图 4。

图 2 腰椎横突“三长、五扁”形成，但“四翘”不明显( 9 岁)

·701·颈腰痛杂志 2020 年第 41 卷第 1 期 The Journal of Cervicodynia and Lumbodynia 2020，Vol． 41 No． 1



图 3 “三长、四翘、五扁”出现( 10 岁)

图 4 L3 位于腰曲顶点

3 讨论

Williams［1］曾描述腰椎上 3 个横突较宽，L4－5 变

化较小，L5 横突最粗壮，直接起自椎体及椎弓根。但

实际上从正面观察，L3 横突最长，而 L4 横突则向上

翘起，L5 横突为扁平状。研究表明［2］，与四足哺乳动

物一样，人类新生儿的脊柱并没有出现腰椎和颈椎

向前弯曲，直至 6－7 个月龄开始坐位后，逐渐形成腰

椎向前的弯曲( 以下简称“腰曲”) ，1 周岁步行后才

形成颈椎向前的弯曲。其中，L3 横突最长，是由于

L3 位于腰曲的顶点 ( 图 4 ) ，是起于 T12 和 L1－4 横突

和椎体前缘的腰大肌下行的拐点，也是肌腹的中点，

在下肢步行牵引作用下，可适应腰大肌应力需求而

发育较长，这也是腰曲形成以 L3 为顶点主要肌力的

原因［3］。L4 横突附着一组斜向上的髂腰韧带，至 L5

已与髂骨平行，其韧带横向作用下，因而 L4 横突向

上翘起，L5 横突呈扁平状，完全是各自的髂腰韧带作

用力形成。腰椎横突形态“三长、四翘、五扁”的出现

规律，与儿童活动力度有关，因此，出现横突形态改

变，与年龄呈正相关。
韦以宗等［4－5］研究发现，年轻人坐 1 h 后，整体

腰椎短缩 1． 2 cm，且腰曲消失，同时腰大肌一侧萎缩

变小，导致腰椎旋转侧弯、腰曲消失。该研究表明，

受腰大肌应力最大的 L3 控制着腰椎的旋转; 而坐 1
h 后，不仅腰大肌因屈髋而松弛，且坐位下髂腰韧带

张力下降，从而导致上述现象。Barker［6］研究认为，

上段腰椎运动范围大于下段腰椎，在上段为 37°、下

段为 16°，这主要与 L3 横突较长、起到杠杆作用有

关; 而下段腰椎由于有向上翘起的 L4 横突及扁平状

的 L5 横突附着髂腰韧带，影响了其旋转度。在临床

上，L4－S1 节段的椎间盘突出症发病率高［7］，多是由

于久坐后韧带松弛，或步行不稳、闪挫导致髂腰韧带

不平衡，椎体旋转倾斜，导致椎间盘突出所致。临床

最常见的腰骶关节病，也多由于下肢步行带动 L3 －5

腰椎不平衡引起。
基于上 述 理 论，中 医 整 脊 运 用 的“腰 椎 旋 转

法”［7］可纠正 L3 的旋转，而“腰骶旋提法”［8］和“腰

骶侧扳法”及“过伸压盆法”、“手牵顶盆法”［9］则通

过髂腰韧带的作用力，可纠正 L4、5 的旋转移位。而

欲纠正以 L3 为轴心的旋转侧弯，则必须用“四维牵

引( 俯卧过伸悬吊牵引) ”，通过腰大肌的作用力和

髂腰韧带的合力，才能合理地解决腰椎的旋转侧弯，

使椎曲变小。
总而言之，腰椎横突在力的作用下发育形成的

“三长、四翘、五扁”形态，决定了腰椎在脊柱运动力

学和结构力学中的基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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