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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钢丝张力内固定骸骨骨折术生物力学原理

深圳市红十字会医院

用自制骨锥 #即用一枚直径 ∃% % 克氏针在尖端钻
&

∃% % 小孔
、

针尾制成手柄而成 ∋ 钻孔穿铭丝
、

骸骨

前愧
”

字交叉固定
。

于 ∀ 年开始用于临床至 ( 年

) 月完成 ∗ 。例
,

因该术式设计符合生物力学原理
,

疗

效满意
。

本文重点讨论
“∀ ”

字钢丝张力内固定骸骨骨

折术的生物力学原理
。

+临床资料

本组 ∗ ! 例中男 ∀ ( 例
,

女 , ) 例
−

年龄 . ( ∗ 岁
−

病因
/

均为外伤
,

( 例新鲜骨折
,

) 例陈旧性骨折
−

有

粉碎性骨折 ), 例
,

横行骨折   例
。

治疗方法

手术步骤
/

膝前横弧切 口
,

暴露骨折端及骸骨上下

极
。

清除骨折端血块
,

肉芽组织
,

关节腔内陈旧性血液
,

骨碎块
。

复位骨折
,

用布巾钳暂作固定
,

于屈膝 ! 一 0

度位检查骸骨关节面
,

使其达到解剖复位
。

用自制骨锥

纵行向上钻过骸骨的外侧 1, 前后径中后 +1, 处
,

在

锥尖孔上穿过一条直径 +% % 或 !
&

2% % 的软钢丝
,

随

退出骨锥时带出钢丝
。

再将骨锥在骸骨的内侧 1, 前

后径中后 1, 处从下向上平行钻出
,

将第一次穿过骸

骨的钢丝下端经簇骨前绕到内侧上端
,

穿入锥尖孔
,

随

退出骨锥时带出钢丝
,

至此时已贯穿骸骨的两侧
。

将第

一道穿过簇骨的 钢丝的上端 #骸骨外上极头 ∋ 和第二

次穿出的钢丝的下端 #骸骨内下极头 ∋ 在簇骨形成
“

∀3 字交叉
,

收紧钢丝
,

在簇骨下极处拧结
。

∗
&

术后处理
/

术后第二天练习股四头肌收缩
。

练习

屈膝时间
/

簇骨横行骨折及下极骨折在术后 , . 0 天
,

对粉碎性骨折在术后 . ∗ 周
,

多数骨折病例在术后 ∗

周内能屈膝 ! 度
,

并下地行走
。

治疗结果

经最短 , 个月
,

最长 ∀ 个月
,

平均 ∗ 个月随访
,

按陆氏标准山评定
,

优 !0 例
,

良 0 例
。

讨论
“∀ ”字钢丝张力内固定骸骨骨折术式

,

钢丝在簇骨

内外侧均于前后径中后 1, 处纵行穿过骨质骨折线
,

如同 45 张力带钢丝固定术中的 ∗ 根克氏针有分担应

#0 ∗ ∀ ! ! ! ∋ 田 长庆

力
,

保持骸骨的稳定作用
。

又因为外侧钢丝与骸骨纵轴

平行
,

且位于前后径中后 1, 间
,

当纵向加压时
,

骸骨

可随钢丝纵向滑动
,

使远侧骨块与近侧骨块接触
,

在骨

折端产生一定量的力学刺激
,

有利于骨痴形成
、

促进骨

愈合
。

本术式钢丝位于骸骨表面之部分靠近纵轴线之前

交叉
,

可限制骨折块向前移位
。

在膝关节屈 曲运动时
,

使骸骨表面承受最大的张应力
,

此时借助侧钢丝产生

的弯矩转化为利于骨折愈合的压缩力
,

控制骨折前侧

裂开
。

当膝伸直时
,

前侧钢丝上下着力点分别有一向前

上与向前下的牵拉分力
,

使骨折后侧形成张应力
〔∗ 〕。

本

术式由于后侧钢丝在骨折处接近此分张应力点
、

上下

着力点在骸骨上极与下极
、

前后径的稍前方
,

钢丝在骨

道内与骨孔的前侧壁紧贴
,

使钢丝处在最强的抗张状

态
,

能充分吸收此张应力
,

控制旋转分离
。

“
∀ ”
字钢丝张力内固定骸骨折后

,

股四头肌力使两

骨折块一起旋转
,

反作用压力则使它们始终在一起
,

健

的拉力越大
,

骨折面通过的压力就更大
,

为了保持在钢

丝所固定的接触点即枢纽周围的扭矩平衡
,

这样的一

个反作用压力
,

必须被钢丝内一个等值而反向的张力

所抵消
。

术中固定完毕后 常规作被动屈 膝 ! ! . , ! 度抗

张力试验
,

未发现骨折端分离
,

以及钢丝出骨孔骨质撕

裂等
。

伸直位触摸关节面光滑
、

平整
、

无裂隙
,

充分证

明此术式能在解剖复位骨折的同时
,

将骨折 良好的固

定
,

符合生物力学原理
,

且强度可靠
。

是一种操作简单

方便
,

创伤小
,

手术并发症少
,

不需特殊器械
,

适应于

条件差的基层医院的手术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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