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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框架内固定治疗脊柱骨折并截瘫的评价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 ! ∋ ∋  ∋( 唐三元

)

徐永年 陈庄洪 罗芝荣

摘要 本文通过对 自制框架结构内固定治疗 ∃ 例胸腰推骨折脱位并奋旋损伤病人的结果分析
,

认为框架结

构具有独特的生物力学特性
,

其抗旋转及侧育能力优于 ∗ + ,, −./ 01. 捧
, “

.
“
形捧及 23# 34 捧

,

但纵向律开力不及

∗ +, ,− . /0 1. 捧及 5− 67 固定器
。

由于其为多节段固定
,

术后较为牢固
,

比较适用于无或轻度 %, 一
。

( 推体压缩的

胸腰推骨折脱位及下腰推不德定
。

文内对框架结构内固定的优缺点进行了评价
。

关锉词 框架结构 内 固定 脊柱奋耽损伤

胸腰段脊柱骨折脱位合并脊髓或马尾神经

损伤是脊柱损伤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
,

多年来

人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固定方法
,

但或多或少

都有不同程度的并发症
〔‘

·

∃〕。

我院自 ∋ 年 .

月一 ! 年 8 月采取后路切开复位
,

椎管前后

方减压加框架结构内固定治疗 ∃ 例胸腰段脊

柱骨折
,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

本文 旨在对该法

的优缺点作一分析评价
。

临床资料

本组 ∃ 例中
,

男 例
,

女 ! 例
9
年龄 ∃ :

8 ∋ 岁
。

致伤原因
;

高处坠落伤 例
,

胸背部重

物砸伤 ! 例
。

∃ 例均有不同程度的前后方脱位

或侧方脱位
,

椎体压缩 <+ 一∋ 例
,

皿
。

: <=
’

!

例
。

后凸成角畸形
; >

∋

: ∋
‘

& 例
, 。

: ∃ ∋
∋

> 例
,

∃ ∋∋ 以上 ! 例
。

神经功能损伤按 ?, +. 74 ∀分级
;
≅

级 & 例
,

Α 级 ! 例
,

Β 级 ! 例
,

5 级 ∃ 例
。

合并

有肪骨中段骨折
、

颅脑损伤 . 级
,

跟骨骨折各

例
,

休克 例
。

受伤至人院时间
;

小时: >

天
,

平均 &
)

Χ 天
,

受伤至手术时间
; > 天: ∃! 天

,

平均 Χ 天
。

手术方法

将直径为 ΔΕ Ε 的钦合金棒
、

2 3# 34 棒或

Φ . Γ 4, 针折弯成框架结构
,

连结处行焊接
,

并据

骨折部位及术前 Η 线平片测量制成相应长
、

宽

度及弧度
,

一般长 约 & 一 ∃ ∋6 Ε
,

宽约 ∃ 一

∃
·

Δ4Ε
。

直径 :
·

ΙΕ Ε 的钢丝备用
。

全麻或硬膜外麻醉
,

患者取俯卧位
,

以损

伤脊柱为中心行后正中切 口
,

切开皮肤
·

皮下

向两侧剥离能刺明几至小关节水平
,

用自动拉钩

固定
,

充分暴露术野
,

上
、

下各显露 ∃ : ! 个脊

柱的棘突
、

椎板
,

据术前 Βϑ 及 Η 线检查情况
,

术中行牵引复位
,

若伤椎椎体骨折仍突向椎管

者
,

则行椎体前推 %打击( 或碎骨片取出
,

后

方椎板切眸减压
,

至探查椎管上
、

下方均通畅
,

脊髓无受压为止
。

再分别于上
、

下各 ∃: ! 节处

切除棘上和棘间韧带
,

在棘间推开硬膜外脂肪

层
,

椎管的弯窿部引人备用的节段钢丝
,

如此

分别于损伤椎上下各引人 ∃ : ! 对%每处均为双

股钢丝 (
,

然后安放框架
,

拧紧钢丝
,

分别行节

段性固定 %如图所示 (
。

图 框架固定正侧位及推板下穿钢丝示意

治疗结果

∃ 例术后均行 Η 检查
,

前后移位及侧方移

位均完全恢复
,

椎体压缩不同程度恢复
,

后凸

成角畸形亦大部分纠正
。

随访
)

>一 & 年
,

框架

无滑脱
,

钢丝无断裂
,

椎体脱位未见复发
,

后

凸成角畸形 ∃ 例有轻度加重
。

神经功能恢复情

况
;
≅ 级 & 例无明显变化

9 Α 级 ! 例中进步到 Β

级 例
,

进到 5 级 ∃ 例
9 Β 级 ! 例中 例无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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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 例恢复正常
9 5 级 ∃ 例均恢复正常

。

讨 论

框架结构的生物力学特性 2 3# 34 节段

内固定系统已被广泛应用于纠正脊柱畸形和稳

定脊柱的手术中
,

框架结构系改良的 2 3# 34 固

定器
,

李振宇等
〔!〕
将 2 3# 34 棒改良成

“

门
”

形棒
,

其通过力学测定发现
,

在小变形范围内
“

.
”

形

棒与 ∗ +, ,− . /0 1 .
棒的固定作用基本相同

。

在侧

弯状态下
“

自
”

形棒所承受的应力比 ∗ + , , −. / 01 .

棒小得多
,

而固定后断面上
“

门
”

形棒所承受

的压应力比 ∗ +, ,− ./ 01. 棒压应力大
。

扭转试验

表明
“

.
”

形棒的抗扭转能力比 ∗ +, ,− . / 01. 棒

大 !>
)

∃ Κ
,

三点弯曲试验
“

.
”

形棒的最大垂

直位移小于 ∗ + , , −. / 01 .
棒

。

而黄琪裳等
〔‘〕
则将

与本文相同的内固定方式进行与
“

.
”

形棒及

∗ +, ,− . /0 1 .
棒比较

,

在不同载荷下
,

框架结构抗

扭转能力比
“

门
”

形棒大 ∃ & Κ
,

比 ∗ + , , −. / 0 1 .

棒大 >! Κ
。

三种内固定应力值测试
,

在前屈试

验时
,

其应力值差别不大
,

但在侧弯状态时
,

框

架结构直梁上所承受的应力比
“

自
”

形棒小
,

比

∗ + , , −. / 01 .
棒小得多

。

? −Γ ∀4 , 〔>〕
等的实验研究也

表明
,

服贴的框架结构比起分开的纵形植人物
,

如 ∗ + ,, −. / 01 .
棒

,

2 3 # 3 4
棒更能有效地控制旋

转
,

只不过 ?− Γ∀ 4, 等所用的框架结构将上
、

下横

梁折弯成 ∋∋
。

角的蓬顶状
。

框架结构内固定的适应症与评价 框架

结构固定器系后路固定方式
,

较之前路手术简

单
、

安全
。

通过本组及他人
〔卜

>〕
治疗结果分析发

现它具有下列优点
;

%∀( 正是其所具有的生物

力学特性
,

术后固定较为牢固
,

不需要加用外

固定
,

可以使患者早期活动
,

减少皮肤
、

肺部

及泌尿系的各种并发症
,

有利于神经功能恢复

及骨折愈合
9 %∃( 取材及制作方便

,

若无专门

的钦合金棒时
,

可用 Φ . Γ4, 针及其他不锈钢棒

折弯并焊接即可
,

并可据脊柱的生理曲度及骨

折之脊柱的 Η 线测量制成不同的长
、

宽及弧度

的框架结构
9 %!( 手术操作较简单且安全

,

仅

在钢丝引人时注意勿伤脊髓
,

只要将钢丝折弯

以 圆头引人一般不会损伤脊髓 %见示意 图( 9

%& ( 各种并发症亦较 ∗ + ,, −. / 01 .
棒

、

.
47 固定

器等为少
〔,

,
∃〕 ,

本组随访无框架结构滑脱及钢丝

断裂现象
。

框架结构固定器亦有不利的问题
,

手术范

围较 . 67 固定器
,

Λ 04Μ Μ44 钢板等短固定器暴露

为广泛
,

术中出血较多
,

脊柱脱位及成角畸形

的矫正主要依靠术中台下辅助牵引
,

手术台角

度调节及利用手术器械行骨折处撬
、

拔
、

打击
,

其纵向撑开力远不及 ∗ + , , −. / 01 .
棒

、

. 47 固定

器
、

Λ0 4Μ Μ4 4
钢板等

,

故对脊柱前后及侧方脱位

纠正较为理想
,

而对椎体压缩及后凸成角畸形

纠正有时难以如愿
。

我们体会框架结构内固定

的理想适应症应为
,

无或轻度 %<
“

一<<1 ( 椎体压

缩的胸腰椎骨折脱位及下腰椎不稳定
〔8〕。

当然
,

对于椎体压缩严重者若能在牵引及器械帮助下

达到良好复位时
,

框架结构亦是一种较理想的

后路内固定器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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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高校科技函授部中医函授大专班招生
为继承和发展祖国医学

,

给有志于中医事业者开辟 自学成才之路
,

经省教委批准继续面向全国
。

使用全国统

编教材
,

确保大专水平
。

根据高教 自考规定
,

开设十二门中西医课程
。

各科均由著名专家教授全面辅导教学
。

高

中或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均可报名
。

来函至 ∃ ! 8 ∋ ∋ ∋ 安徽阜阳高函办 《总部招生办 》 即寄简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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