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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支架治疗骨折术后并发症

酉安医科大学第二 附属 医院 ∗ ! ! ! +,

张开放 王冲正 刘安庆 杨 哲

摘要 我院 自 − 年以来
,

应 用 ∀ #∃ % &∋ () 支架治疗四肢骨折 ./ 例
。

术后经 0 . 年

随访
,

. + 例骨性愈合
。

本文总结 了该支架固定术后所 出现的疼痛
、

针道 出血与渗液
、

损

伤神经
、

肢体远端肿胀
、

骨折再移位和再骨折
、

延迟愈合
、

骨折不愈合
、

针道炎症等并

发症的原因
,

预防和治疗
。

关键词 骨折 ∀ #∃ %&∋ () 支架 并发症

我院自 − 年以来
,

应用 ∀ #∃ %&∋ () 支架治 度的疼痛
,

但可忍受
,

不需特殊处理
,

自行缓

疗各种原因
,

不同部位的骨折 . / 例
。

该支架 解
。

而股骨颈
,

股骨干骨折的部分病人
,

在活

具乡适用各种原因的四肢骨折
·

操作简便
、

治 动时疼痛较重
。

这是由于固定的 +一 / 根针不在

愈 率 高
,

并 可 使 患 者早 日 离 床 活 动 等 优 同一平面平行进针
,

使活动时一组肌肉和骼胫

点
。 〔‘一 −〕 。

然而
,

该方法术后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束在几根针上扭曲
,

摩擦致痛
。

因此
,

手术时

并发症
。

现就术后并发症的原因
、

防治进行总 尽量在同一平面平行进针
,

以保证肌肉在原正

结 常行径收缩
。

临床资料 .
1

针道出血与渗液
2

针道出血  . 例 ∗. ! .

本组 . / 例中
,

男 − 例
,

女 −− 例
3
年龄 根针 ,

,

以股骨上段骨折为多见
,

发生于术后

 一 4/ 岁
。

. / 例骨折分布于四肢各部位
,

以股 0 . 夭内
。

由于针固定在血运丰富的松质骨
3
近

骨干
、

股骨颈
、

股骨粗隆间骨折最多见
。

./ 例 骨折端进针或切开复位后
,

断端出血沿针道流

骨折中
,

陈旧性骨折 ” 例
,

粉碎性骨折 −! 例
,

出 3
进针处皮肤切 口过大

3
针损伤软组织小血

开放性骨折  例
,

感染 . 例
,

多发性骨折 5 例
,

管
。

渗液见于大多数病例
。

继发于出血后期
3
加

畸形愈合 − 例
,

骨不连 + 例
,

火器伤 . 例
,

骨 压固定针压迫周围软组织致其坏死
3
转速过高

缺损 例
,

病理性骨折 + 例
,

钢板 内固定术后 的电钻钻孔时未用套管而损伤软组织
。

因此
,

术

钢板折断 − 例
,

其余为一般新鲜骨折
。

后在针进皮肤处缝合一针
,

术后及时换药
,

保

本组病例
,

确诊后
,

在 6 线透视监视下行 持针孔清洁
3 松质骨处固定宜用松质骨专用针

3

闭合手法复位 !. 例
,

切开复位 .+ 例
。

复位后
,

用钻钻孔时
,

必须用套管
,

且转速不宜过高
,

以

均 用 ∀ #∃ %&∋ () 支架固定
。

术后 . 0 − 天开始锻 免造成局部软组织损伤
3
针距要适宜

,

两针之

炼
,

下肢骨折术后 5 0 4 天扶拐下地不负重活动 间勿有张力
, 1

以免使软组织缺血
,

坏死
3
术后

∗粉碎性骨折术后 . 0 − 周扶拐下地 不负重活 尽量用 0 . 次止血药物
。

动 ,
。

−
1

支架与针脱落
2

本组出现 − 例
。

例支

术后经 0 . 年随访
,

拍片复查
,

./ 例中 架脱落
,

见于股骨干骨折
。

由于针进入体内过

. + 例骨性愈合
,

其中 4 例达到解剖复位
,

./ 长
,

体外留针太短
,

针粗细不匀
,

支架仅夹住

例功能复位
,

功能均满意
,

治愈率 4
1

+! 7
。

. 很短一段针且有两根针未夹住
,

致术后第 − 天

例骨折不愈合
。

. + 例骨折愈合时间为 .0 / 个 患者活动时支架脱落
。

另 . 例支架与针同时脱

月
, ,

平均 +
1

5 月
。

落
。

例是用骨圆针固定
,

并且钻孔 比骨圆针

术后并发症 粗
,

术后第 . 天搬动时脱落
。

另 例
,

精神障
1

疼痛
2

一般病人术后 − 天内均有不同程 碍
,

自己强行拔出
。

− 例均重新复位固定
,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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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合
,

例反复 − 次而延迟愈合
。

术前要选择适

当的固定针
3
进针以过对侧骨皮质 .0 −8 8 为

佳 3 对精神障碍患者
,

要特殊护理
。

+
1

固定针松动
2

有 . 例松动
。

由于
2

∗ ,

固定时间过长
,

针金属电解作用
2

∗. , 患者活

动方式不当
,

致使支架反复异常活动
3 ∗− , 骨

折愈合后
,

支架的固定支撑作用消失
,

也可使

针松动
。

因此
,

要正确指导患者功能锻炼
,

定

期复查
,

一侯临床愈合
,

应尽早去除支架
。

5
1

损伤神经
2

见于 例胫排骨骨折
,

外侧

支架固定
。

由于选择进针位置不当
,

损伤胖总

神经
。

发现后即拔出损伤神经的针
,

另选位置

固定
,

同时应用恢复神经的药物
。

个半月后
,

神经功能逐渐恢复
。

手术时
,

进针应避开血管

神经行走位置
。

若术后 . 个月后未见神经功能

恢复
,

应行神经探查术
。

/
1

肢体远端肿胀
2

大部分病人术后及下肢

骨折患者下地活动时
,

由于骨折创伤和手术损

伤以及卧床
,

致肢体末端静脉回流不 良而出现

肢体远端肿胀
。

术后应抬高患肢
,

动静结合
,

早

期功能锻炼
。

 
1

骨折再移位和再骨折
2

术后有 / 例出

现骨折再移位
。

由于 ∗9, 用强度不够且有弹性

的骨圆针固定
,

固定不牢固
3 ∗. , 进针距折端

过远使力矩过长
,

骨折易变位
3 ∗− , 因该支架

为单侧加压
,

对长管状骨加压固定时
,

本身有

再移位倾向
。

经手法复位
,

调整支架
,

更换固

定针后骨折愈合
。

例胫骨中段粉碎性骨折患

者
,

在拍片操作中远侧固定针处骨折
,

加用石

膏托固定愈合
。

应选用固定专用螺纹针
,

勿使

用其他代用针
3
支架选择时

,

应考虑骨折部位
、

类型和患者年龄
。

术后搬动肢体时
,

勿粗暴
,

以

防再骨折
。

4
1

延迟愈合
2

本组病例均 比手法复位石膏

或小夹板固定治疗的愈合慢
。

有些学者认为
,

这

可能与该支架在固定期间
,

对骨折愈合过程 中

所需的应力有遮挡作用有关
〔‘

·

+〕。

我们与这些学

者观点相同
。

应定期调节支架加压
,

以抵消遮

挡作用
,

增加愈合所需生物应力
。

1

骨折不愈合
2

见于 . 例大腿火器伤造成

的股骨干缺损
,

其软组织内有大量金属异物
,

软

组织损伤坏死过多
,

术后伤 口 一直未愈合
,

有

液化坏死物流出
,

骨折不愈合
。

应对火器伤进

行特殊处理
,

因其同时有机械伤和烧伤
,

既有

骨缺损
,

又为开放性损伤
,

并有大量金属异物
。

应彻底清创
,

尽可能取除金属异物
,

行带血管

骨移植
,

修补骨缺损
,

预防感染
,

增加局部血

运
。

!
1

针道炎症
、

2

文献报道 −一  7 〔−
·

5〕 。

本组

有 − 例 ∗+ . 根针 ,针道 口出现红肿疼痛和分泌

物增多
。

我们曾对 . 例进行细菌培养
,

其阳性

者仅有 − 例 + 个针道
。

因此
,

针道炎症可分为

针道感染和物理性炎症
。

原因
2

∗, 进针处皮

肤未用刀切开或切开不充分
,

用钻强行在皮肤

钻孔
,

造 成 皮 肤软组 织 压 榨
,

缺 血
,

坏 死
3

∗. , 针松动
,

固定不确切
,

引起针皮或针骨交

界处不稳
,

引起针周组织周期性应力刺激
,

产

生炎症
3 ∗−, 针道渗液引流不畅

,

换药不及时
3

∗+ , 针道污染
3 ∗5, 手术中未按无菌技术操作

。

一旦发生炎症征象
,

应停止锻炼
,

抬高患肢
,

及

时清除分泌物
,

必要时可切开引流
。

细菌感染

者应全身及局部应用抗生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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