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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过伸性损伤伴颈椎退行性变的法医学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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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大约有几十万起交通事故，交通事故所导致的损伤中，颈椎过伸性

损伤较为常见，尤其是有颈椎退行性变的老年患者更容易出现。外伤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鉴定是此

类案件的焦点，笔者根据自身经验，结合 2 起实际案例，浅析此类事件因果关系的鉴定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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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incomplete statistics, there are abou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traffic accidents in 
China every year. Among the injuries caused by traffic accidents, cervical hyperextension injury is more common, 
especially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ervical degenerati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causality between trauma and 
damage consequences is the focus of such cases. According to my own experience and combined with two actual 
case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identification points of causality of such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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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糜某 ，女，60 岁，某日因交通事故受伤，

伤后 6 小时在当地医院住院查体：颈椎生理曲度变

浅，颈椎活动受限，颈后部有压痛，疼痛局限，双

上肢各关节活动受限，手指对指等精细操作不能；

双上肢皮肤感觉麻木，并以双侧肘关节以远麻木明

显。双上肢肌张力正常，双侧肱二头肌、肱三头肌

2 级；双侧腕屈伸肌、指屈伸肌肌力 0 级；双下肢

感觉麻木，双侧髂腰肌、股四头肌、胫前肌、腓肠

肌、踇趾背伸肌及跖屈肌肌力 3 级。诊断为：1）颈

椎过伸性损伤：颈 5 髓节损伤并四肢不全瘫；2）颈

5-7 椎管狭窄；3）颈 4 椎棘突骨折；4）头面部皮

肤裂伤；5）左侧眼眶骨折并软组织损伤。伤后 9
月余法医学检查：右手肌力下降，约 4 级。复阅送

检颈椎 CT 及 MRI 影像片，提示颈椎退行性变、颈

5-7 椎管狭窄伴颈 5 髓节损伤、颈 4 椎棘突骨折。

鉴定认为糜某颈椎过伸性损伤与外伤之间存在直接

因果关系。 
案例 2 黄某，男，52 岁，某日因交通事故受

伤，伤后 3 小时在当地医院住院查体：颈椎生理曲

度稍变直，颈后轻压痛，无放射痛，四肢麻木、痛

觉稍过敏，右侧上、下肢肌力约 IV＋
级，左上臂伸、

屈肌力约 IV-级，左前臂伸、屈肌力约 III＋级，左手

伸指肌力 0 级，指屈肌力 I 级。左下肢肌力约 II-级。

上两颗中切牙折断、部分缺失。诊断为：1）颈髓损

伤伴不全瘫；2）颈 7 椎棘突骨折；3）牙 12、11
外伤性缺失。伤后 1 年余法医学检查：左上肢肌力

下降，约 4 级。复阅送检颈椎 CT 及 MRI 影像片，

提示颈 7 椎体棘突骨折、颈椎退行性变、颈 3-6 椎

管狭窄伴颈髓损伤。鉴定认为鉴定认为黄某颈椎过

伸性损伤与外伤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讨论 
颈椎过伸性损伤又称挥鞭样损伤，是指由于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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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剧烈加速或减速运动，而头部的运动与之不同步，

导致颈椎过度伸、屈而造成的损伤，多见于汽车突

然加速或减速时所导致的头面部撞击伤，在颈椎退

行性变明显的老年人中更为常见。据统计，有超过 
80% 的过伸性损伤发生于低速追尾交通事故[1]，乘

员由于惯性产生的加速度，导致颈椎发生超过生理

活动范围的伸展运动，并最终导致颈髓的损伤。有

研究表明，椎管狭窄的病理基础包括颈椎曲度改变、

椎间盘突出、后纵韧带钙化、椎体边缘骨质增生、

黄韧带增生肥厚等[2,3]。 
临床上依据颈椎过伸性损伤受累部位的不同，

将其分为脊髓中央管综合征、前脊髓综合征、

Brown-Sequard 综合征等。其中以脊髓中央管综合

征最为多见，约占 44%[4]，其典型的的临床表现包

括四肢不同程度的肌力下降，上肢较重、下肢轻，

双手的功能最差、同时还伴有受损脊髓平面以下不

同程度的感觉障碍、大小便功能受损等[2,5,6]。 
在法医学实践中，颈椎过伸性损伤案件并不少

见，其中对于伴有颈椎退行性变的伤者，外伤与损

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鉴定是此类案件的焦点。如

何判断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可围绕以下

几点进行：①了解案情，判断伤者是否有明确的头

颈部外伤史。②伤后是否立即出现颈髓损伤的临床

表现。③是否存在颈椎及软组织损伤的影像学改变，

进而判断外力强度大小。④结合影像资料判断颈椎

退行性变的严重程度。 
文中案例 1、2 均存在明确的头颈部外伤史，两

个伤者均属于乘车人，与车辆发生碰撞后，由于惯

性导致头面部的撞击伤，继而出现颈部过伸运动导

致过伸性损伤。糜某因外伤导致头面部皮肤裂伤伴

眶骨骨折，黄某因外伤导致牙齿外伤性缺失；伤后

均立即出现四肢不同程度肌力下降伴感觉障碍；影

像学检查证实存在颈椎棘突骨折，提示外力强度较

大；影像学检查虽提示有颈椎退行性变伴椎管狭窄，

但未见椎间盘、后纵韧带钙化等改变。分析判断外

伤与颈椎过伸性损伤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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