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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骨松 ∃ 号对去卵巢兔骨代谢影响的

骨计量学研究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 ∀ ∀ ∀ & !∋

史炜镇 杜 宁 符诗聪 王济纬 曲克服 李国衡

摘要 运用骨计量学观察了中药骨松 ( 号对兔切除卵巢诱导的骨质疏松症实验模型的影响
,

并与

尼 尔雌醉进行对照
。

结果显示
)

骨松 互号组与尼 尔雌醉组在 ∗ + , − +
、

. + , ∗ +
、

. ∗(
、

/ 01 , ∗2 和 ∗ 34 %− ∋

等参数方面 明显高于造模组和 ,或正常对照组
,

骨松 ∃ 号组 . 5 ,∗ +
、

. ∗ 6 以及 .∗( 等参数较尼 尔雌醉

组明显升高
。

提示
)

骨松 ∃ 号能增加成骨细胞数童
,

以产生较多骨质
,

使骨质疏松症模型 兔的骨代谢恢复

正平衡
,

达到防治骨质疏松症的 目的
,

其作用一定程度上优于尼 尔雌醉
。

主题词 骨松 ( 号 卵粱摘除 骨代谢 骨计量学

本实验运用骨计量学观察中药骨松 万号对兔摘除 78 小时后
,

放人包埋剂
,

在负压 &∀∀ 9 9 : ; 下抽吸 小

卵巢%. + < ∋诱导的绝经后骨质疏松症实验模型的影 时后
,

于恒 温培养箱中
,

7! ℃ &7 小 时
,

!∀
‘

= &7 小 时
,

响
,

并与尼尔雌醇进行对照
,

旨在观察骨松 ∃ 号对绝经 !! = &7 小时
,

取出包埋块
。

于 >?

≅; Α 重型切片机切取

后骨质疏松症的疗效
,

并试图揭示其作用机理
。

即9 切片
,

置 #∀ ℃ 温水 中展开
,

粘贴于载玻片上
,

干

材料与方法 燥
。

为了解骨细胞的情况和显示骨组织的某些结构
,

部
Β

对象
)

& 只七月龄雌性新西兰 白兔
,

平均重量 分切片用 6 甲苯胺蓝复染 小时
,

染色前先将包埋材

为 #Χ ;
,

随机分为 Δ
、

∗
、

=
、

Ε 四组
,

Δ 组 Φ 只
,

为治疗组 料溶去
,

染色后用 自来水冲去浮色
,

再用乙醇脱水Γ∃Η
。

%. + < 十骨松 ∃ 号 ∋ Ι = 组 ! 只
,

为造模组 %. + < ∋为正常 干燥后用二甲苯透明
,
Ε ϑ< 封固剂封固

。

对照组 %2: Δ Κ ∋ Ι Ε 组为阳性对照组 %. + < Λ 尼尔雌 !
Β

骨形态计量学测定
)

于德国 ΜΝ Ο11 公司 + (Ε Δ 2

醇 ∋
。

全自动图像分析系统上作骨形态计量学测定比
#〕,

以一

&
Β

造模方法
) Δ

、

∗
、

Ε 三组兔在戊巴 比妥钠静脉麻 维之线
、

二维之面分别估测二维之面
、

三维之体
,

每张

醉下
,

摘除双侧卵巢
。

= 组作伪手术
,

单纯剖腹后立即 切片每个指标测 ∀ 个视野
。

各测量值指标均以 Π 检验

关闭
。

作组间比较
,

另作 . ∗(
、

. ∗肠
、

. ∗ + 等有关成骨细胞参

#
Β

饲养及给药途径
)

Δ 组给予骨松 ( 号
,

将普通饲 数与 ∗ + , − +
、

ΚΘ − 等有关骨量诸参数间的相关性分

料与经加工浓缩的中药浸剂 %骨松 ∃ 号
,

主要药物组成 析
。

为黄精
、

仙灵脾
、

牡蝠等 ∋均匀混合
,

制成颗粒状饲料
,

骨计量静力学参数的测定
)

%∃∋ 单位体积骨小梁骨

其混合方法是按每只兔平均进食 7 ∀ ∀ 饲料计
,

药量相 量 %∗ + , − +
,

6 ∋
)

视野 中骨小梁面积 占视野面积的百

当于成人每公斤体重的 ∀ 倍
Ι ∗ 组和 = 组则给予普通 分比

。

%&∋ 平均骨小梁宽度 %− Ρ
·

− Σ
,
拌9 ∋

)

每个视野测

饲料
Ι Ε 组给尼尔雌醇片 %上海华联制药厂 ∋

,

每只每 日 ∀ 个宽度
,

求平均值
。

%# ∋骨小梁面与体积比 %∗2 , ∗ +
,

19 ;
。

丫 ∀
一 &拼9 Μ

小9 # ∋
)

表明单位骨小梁所占骨表面的多少
。

7
Β

取材及不脱钙标本的制作
)

每只兔均于术后六 %7∋ 平均骨壁厚宽 %ΚΘ −
,

拼9 ∋
)

粘合线到骨表面的平

月取材
,

取材前第 &8 天和第 7 天先后两次肌注盐酸 均距离
,

是完成一个骨再建周期新形成的骨量
,

测量时

四环素 !∀ 9 ; ,Χ ;
。

取材时用静脉注射空气处死
,

均取左 注意骨表面是否还残存类骨质
,

以确信该部位的骨再

侧半骨盆
,

彻底清除附着于骨面的软组织后
,

于骼前上 建 已经完成
。

%! ∋相对类骨质量 %. + , ∗ +
,

6 ∋
)

视野中

棘处横截骼骨翼
,

取约 ∀
Β

1Τ 9 厚骼骨横截骨块
,

立即放 小梁类骨质面积与小梁面积的比值
。

%Φ∋ 骨形成表面

人 。
Β

! 6 +Ο ∃∃Υ 9Ο Ν5
Υ

骨染色剂中染色  & 小时
。

然后顺序 %. 2, ∗2
,

6 ∋
)

类骨质面 占骨小梁表面的百分 比
,

有助

脱水脱脂
)

 ∀ 6 乙醇 小时
,

! 6 乙醇
Β

。小时
,

无水
·

于 了解骨再建的活跃程度
。

% ∋平均类骨质宽度 %∀
·

乙醇
Β

! 小时
,

等量丙酮乙 醇混合液
Β

! 小时
,

丙酮 − Σ
,

拜9 ∋
)

每视野测 ∀ 个宽度
,

求其均值
。

%8∋ 成骨细胞
Β

! 小时
,

二次
。

再将脱水脱脂后的骨块用浸透剂浸透 表面 %. ∗
,

6 ∋
)

存有成熟的有活性的成骨细胞的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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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占总骨表面 的百分 比
。

咬 ∋ 成骨 细胞指数 %. ∗( , 类骨质宽度与骨小梁矿化沉积率之比
,

说明从类骨质

9 9 Μ ∋
)

单位视野面积成骨细胞的个数
。

% ∀∋ 成骨细胞 形成到矿化开始所间隔的时间
。

〔Φ∋ 组织水平的骨形成

数 %. ∗ , ςΤ 9 ∋
)

每 ∀Τ 9 骨面长度上成骨细胞的个数
。

速率 %∗3 4 %− ∋ ∋
)

以 Κ Δ 4 乘以 相对骨形成面 〔以 %/ 01

% ∋ 成骨细胞体积 %. ∗ + ∋
)

成骨细胞形态各异
,

难以较 Λ ,& 10
、
∋, ∗2 表示〕

,

即每天骨形成量
。

% ∋ 基本多细胞

为精确地测算其体积
,

故以视野下成骨细胞的平均面 单 位%∗ Κ Ω ∋
)

水平的骨形成速率〔∗3 4 %∗Κ Ω ∋∋〕∗ 34

积作近似表示
。

%− ∋除以骨形成表面
,

表明类骨质覆盖的部位每天新形

骨计量动力学参数的测定
)

成的矿化骨体积
。

%∋ 四环素标记面 %− Ν∃ 1 , ∗ 2
Β

6 ∋
)

骨小梁 四环素总 %8 ∋2( Ξ Κ Δ %Ψ∋ )

2( Ξ Κ Δ 为完成一个骨再建周期所

标记面长度与骨小梁周长的 比值
。

%& ∋四环素单标记面 需的时间
,

而 2( Ξ Κ Δ “ ∋是 以一个骨再建周期中新形

%10 1, ∗2
,

6 、
)

四环素单标记长度与骨小梁周长 的 比 成的矿化骨体积与 ∗ Κ Ω 水平的骨形成速率的 比值表

值
。

%# ∋四环素双标记面 %/ ∃
一 ! , ∗2

,

6 ∋
)

双标记长度与骨 示
,

为骨形成相对的时间
。

小梁周长的 比值
。

%7 ∋矿化沉积率 %Κ Δ 4
,

, /ΥΖ ∋
)

四环 结 果

素双标记线中点间的平均距离乘以 川 7
,

再除以两次标 各项骨形态计量学参数测量值及统计学分析结果

记所间隔的时间 %! ∋矿化延迟时间 %ΚΩ [
Β

/ ΥΖ ∋
)

平均 见表
、

表 &
。

表 骨计量静力学参数测量结果和统计分析

Δ %Φ 只 ∋ ∗ %! 只 ∋ = %! 只 ∋ Ε %! 只 ∋

∗ + 丫− + 8
Β

∀  Φ 二 # Φ  ! !
Β

Φ 士 7
Β

Η & !
Υ Ν ;

& ∀
Β

& ∀ 士 &
Β

8 #
Τ

&
Β

7 # ∀ 士 #
Β

! . Τ

&
‘

Ψ Ρ
·

− Σ & #
Β

8 8
一

上
Β

%∋
‘

∀ !
Β

&士 & ∀
Β

# Φ # Υ  
Β

 ∀ 士 7
Β

8 7 ! &7
Β

Φ !∀ 士 #
Β

Φ  ∀

# ∗ 2 , ∗+ &
Β

# # 立 ∀
Β

#  &
Β

7 8 8 士 ∀
Β

7 7 &
Β

## ∀ 士 ∀
Β

7 ! &
Β

 7 ∀ 士 ∀
Β

 ∀

7 ΚΘ − #
Β

8 7 士 几 # 7 ! #
Β

8 8 8 Λ !
Β

Φ ! ##
Β

& 士 !
Β

 Φ 7 # !
Β

8 ! & Λ  
,

8 8 7

! . + , ∗ +
Β

&  & 士 #
Β

! ! Φ
尸 Β

&士 &
Β

!  8 Φ
Β

Φ & 7 士 &
Β

& ∀ Υ  
Β

! ∀士 #
Β

7 Φ ∀ Υ

Φ ∀ ! , 巧 #&
Β

Φ7 ∀ 士 #
Β

7 &
Τ

& !
Β

 8 #士  
Β

 8 8
Β

7 & 士  
Β

& & ∀ Υ
& 7

Β

# ! ∀ 士 7
Β

 # ∀

 ∀
·

− Σ !
Β

7 & 士 7
Β

 之8 7
Β

# 7士 &
Β

& & & 7
Β

8 Φ ∀ 士
Β

! # Φ !
Β

7  ∀ 士 #
Β

! 7 ∀

8 . ∗ Ι石 8
Β

 〔、士 ∀
Β

 ! Φ / 王 7
Β

# 8 ∀ 士 ∀
Β

# & ! Ρ #
Β

∀ !士 ∀
Β

 Ρ !
Β

! 7 ∀ 士 ∀
Β

& 8 #
Υ

.∗ (, 9 9 Μ & 弓
Β

7 ∀ 士  8
Β

# 7 #/ Ψ; 7  
Β

∀ 士 7 !
Β

# & Ρ ; ∀
Β

 ∀ 士 #
Β

! 8  Ρ Σ &
Β

& ∀ ∀士 Φ
Β

7  # 曰Ψ

∀ . ∗ , ∀ Ν
9 & & ∀

Β

7 ! 士 ! ∀ &
Β

7 ! !
‘
且≅

,

& &
Β

# ∀ & 士 &  8
Β

7 # Ρ 8 ∀  
Β

7 士 ! Φ
Β

 Φ # Ρ 7 ∀
Β

 7 # 士 & 8
Β

7 # & Ρ

. ∗+ &
Β

∀ # 自士 #
Β

# ! ∀
Β

 ∀ 士 7
Β

# & %∋ &
Β

∀ ∀ 士 !
Β

& & ∀
Β

& ∀ ∀士 #
Β

 ∀

上标字母表示
)

Υ ) ∴ ] 。
Β

∀! 与 Δ 组对 照比较
Ι 。 ) ϑ ] ∀Β

Ρ
) ∴ ] 。

·

∀ 与 Δ 组对照 比较
)
/

)
ϑ] ∀Β

与 ”组 对照 比较 Ι Ν ) ∴ ] 。
Β

∀! 与 = 组对照 比较
Ι ; ) ∴ ] 。

Β

∀! 与 Ε 组对照比较

与 ∗ 组对照 比较
Ι Ψ

) ∴叮 ∀
Β

∀ 与 = 组 对照 比较
Ι Σ

) ∴ ] 。
Β

∀ 与 Ε 组对照 比较

盯∀表

、戈‘只

骨计量动力学参数测量结果 和统计学分析

∗ %! 只 ∋ = %! 只 ∋ (∋ %! 只 ∋

、

Ν ∃ 1 , ∗ 2 8 ∀
Β

# 了. 士 ∀
Β

#  子 了
Β

& # ∀上 #
Β

8 Φ 。〔 !  
Β

∀ & ∀ 士 8
Β

& Φ ∃
Υ 亡

Φ  
Β

7 7 ! 士 Φ
Β

Φ 8 ∀

艺 ! ! , ∗ 2

# / 0 1 , ∗ 2

三8
Π

Φ ! 了士 8
Β

! # !

三
Β

了Φ # 七 8
Β

! / ‘

7 Κ Δ 4 Φ ∀ 8 士 ∀
Β

#   

7 &
Β

∀ 8 !士 8
Β

Φ魂

& 三∋ 7 ! 二 Φ
Β

Φ ∀ # ,
,
Σ

Β

!  7 士 ∀
Β

# !∀

# #
Β

 ∀7 士 #
Β

7 # &

&  
Β

# Φ士 8
Β

8 8 7 ΡΣ

Β

! ! !士 ∀
Β

7 & 8

& #
Β

∀ ! 士 &
Β

# ∀

7 7
Β

# ! ∀士 8
Β

8 8 7/ Ψ

Β

Φ 8 ! 士 ∀
Β

! Φ !

示 Κ 工
⊥

−
Β

走二二∀
Β

8 !
‘

飞
Β

 士
Β

7 Φ # 8
Β

# 8 士 #
Β

7 Φ #
Β

8 士 #
Β

Φ !

Φ ∗ 3 4 〔
’

[、 日 士 门
Β

& # 。
吃

∀
Β

8 ∀ 土 .
,

&  # ∀
Β

Φ Φ 8 士 ∀
Β

# # # Υ ; ∀
Β

7 &士 ∀
Β

7 Φ 7 Ν

 ∗ 34 %∗ Κ Ω ∋ #
Β

& ! ∀ 土 ∀
Β

7 # ∀ #
,

∀ %∋ 士 ∀
Β

& #∀ #
Β

& ∀士 ∀
Β

#  ∀ #
Β

 Φ ∀ 士 ∀
Β

&

8 2 (Ξ Κ Δ %Ψ∋ #
Β

# Φ士
‘ Β

& # 7 烤 Η &
Β

 士 !
Β

8 #
Β

! & 8士 #
Β

 8 7
Β

&  士 &
Β

∀ #
Υ

上标字母表示 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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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模组 %. + < ∋较正常对照组 %2 : Δ Κ ∋∗ + , − + 显

著下降 %ϑ ] ∀
Β

∀ ! ∋
,

Κ _ − 呈下 降趋势 %无统计 学意

义 ∋
,

. + , ∗ +
、

∀ ! , ∗2
、

/0 1
、

. ∗ 6
、

. ∗ ( 等则呈不显著的

上升趋势 %ϑ] ∀
Β

∀ ! ∋
。

中药治疗组 %骨松 ( 号 ∋在静力学参数方面
,

∗ + ,

− + 较造模组 . + < 显著增加 %∴ ] ∀
Β

∀ ! ∋
,

%∋+ , ∗ + 较正

常对照组 %2 : Δ Κ ∋和阳性对照组 %尼尔雌醇 ∋明显升高

%ϑ ] ∀
Β

∀! ∋
,

. ∗( 较其余三组显著升高 %较 ∗
、

= 组
,

ϑ ]

∀
Β

∀ & Ι 较 Ε 组
,

ϑ] ∀
Β

∀ ! ∋ Ι . ∗ ( 及 . ∗ , ( .Ν 9 均较其余三

组显著增加 %ϑ ] 。
Β

∀ ∋ Ι 在动力学参数方面
,

− Ν∃
矛 1 , ∗2

较正常对照组都有所增加表明其成骨活动可能较正常

对照组 %2: Δ Κ ∋ 显著增高 %ϑ ] ∀
Β

∀ ! ∋
,

/∃
碑1 , ∗ 2

、

∗3 4

%− ∋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升高 %ϑ ] ∀
Β

∀! ∋
。

阳性对照组 %尼尔雌醇 ∋在静力学参数方面
,

∗ + ,

− +
、

以及 . ∗ 6 较造模组 %. + < ∋显著增加 %ϑ ] ∀
Β

∀ ! ∋
,

.∗( 较 治 疗 组 明显 下 降 %ϑ ] 。
Β

∀ ∋
,

而较 造 模 组

%2: Δ Κ ∋和正常对照组 %. + < ∋显著升高 %分别是 ϑ ]

∀Β ∀ ! 和 ϑ ] ∀Β ∀ ∋ Ι

在动力学参数方面
,

/∃
1 , ∗ 2 较造模

组 %. + < ∋及正常对照组 %2 : Δ Κ ∋明显升高 %ϑ ] 。
Β

∀ ∋
,

∗3 4 %− ∋较正常对照组 %2 : Δ Κ ∋明显升高 %ϑ ] ∀
Β

∀ ! ∋
,

2( Ξ Κ Δ %Ψ ∋较 中药治疗组 %骨松 ( 号 ∋ 明显减小 %ϑ ]

∀
Β

∀ ! ∋
。

有关成骨细胞诸参数与骨量诸参数间
,

未发现有

明显相关性
。

讨 论

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是最常见的老年性疾病之一
,

其与绝经后性激素水平的变化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

雌

激素水平的明显下降是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主要病

因
。

目前一般都以摘除卵巢的大鼠作为绝经后骨质疏

松症的实验动物模型
。

本实验由于实验阶段正值鼠病

流行
,

故改用家兔
。

从实验结果分析
,

本实验造模是成

功的
。

一方面
,

造模组在一些代表成骨活动的参数%如

. + , ∗ +
、

∀ ! , ∗ 2
、

/ 0 1
、

. ∗ 6
、

. ∗ (等 ∋上
,

较正常对照组

活跃
Ι
另一方面

,

其 ∗ + , − + 较正常对 照组明 显下降
,

ΚΘ − 也呈下降趋势
,

显示
)

最终骨形成量低 于正常对

照组
,

也即在成骨活动较为活跃的情况下
,

骨量仍有所

下降
,

由此可以推测破骨活动必然也有所增加
,

而且较

成骨活动更活跃
。

另外
,

在切片观察过程中发现造模组

切片有破骨细胞 : ς _ 1Σ Ο∴ 陷窝
、

切割锥等结构存在
,

而

在另外三组切片中很少见到
,

可 以推测造模组的骨量

减少主要与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生物行为 %增生
、

分

化或活性 ∋变化有关
。

这与该症的 大多数实验匡
、

临

床川研究是相吻合的
,

体现了该症的变化规律
。

补肾中药对骨质疏松症的治疗是基于
“ ’

肾主骨
”

的

理论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中医学所指
“

肾
”

的物质

基础的研究 日益深人
,

已有足够的证据说 明
,

中医 的
“ ’

肾
”

与人体内分泌系统
、

免疫系统
、

微量元素等有密切

的关系
, “

肾主骨
”

主要表现在肾的经化酶系统
、

肾小管

上皮细胞的浓缩功能
、

垂体分泌的生长激素
、

甲状旁腺

激素以及降钙素等对骨的调节功能
。

有研究显示
,

肾虚

证发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高
,

而肾虚患者的骨矿含

量 %∗ Κ = ∋较非肾虚者低困
。

补肾中药作用于下丘脑一

垂体一性腺轴
,

可促进神经内分泌细胞的分泌功能
,

提

高动物下丘脑对激素反馈以及性腺对促性腺激素的反

应性川
,

调整机体中许多器官的异常变化
,

使之趋于正

常
,

还延缓卵巢
、

子宫
、

肇丸等性腺组织的衰老趋势
,

提

高老年人性激素水平
,

预防骨骼的退行性变化
。

因此临

床大多运用被 肾中药治疗骨质疏松症
,

如黔岭蕾制

剂困
、

骨愈灵胶囊闭等
,

都显示了
Β

较好的疗效
。

它们最

大的优点是调节整个机体的异常变化
,

没有顾此失彼

之虞
,

毒副作用较小
,

可长期服用
。

骨松 皿号胶囊就是

基于这样的理论依据和动物实验研究成果研制的防治

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中药制剂
。

本方取义于魏指薪老

中医
“

补养先后天
”
的理论

,

意在补肾健脾
。

方中仙灵脾

补肾壮阳
,

旨在
“

补养先天
” ,

其早 已被证实为预防骨
·

质

疏松症的良药 Γ1⎯
。

黄精味甘性平
,

健脾益气
Β

以
“

补养后

天
” ,

其偏于滋阴
,

与仙灵脾同用
,

阴 阳兼顾
,

相互滋阴

而不腻滞
,

补阳而不燥散
。

其中加人牡蜘是出于补充钙

质的考虑
。

本实验研究显示
,

中药治疗组 %骨松 ∃ 号 ∋静力学

参数 ∗ + , − + 较造模组 %. + < 、显著增加
,

%∋+ , ∗ + 较正

常对照组 %2 : Δ Κ ∋和 阳性对照组 %尼 尔雌醇 ∋明显升

高
,

. ∗ 6
、

.∗( 及 . ∗ ,∃ ςΤ 9 较其余三组显著增加
Ι
动力

学参数 − Ν

01 , ∗ 2
、

/ 01 , ∗2 和 ∗ 34 %丁 ∋较正常对照组明

显升高
。

四组切片 的成骨细胞体积 %. ∗ + ∋无显著差异
,

推测各组成骨细胞活性也无明显差异
,

进而说明骨松

∃ 号主要是通过增加模型兔的成骨细胞的数量
,

促进

成骨
,

以维持模型兔的最终骨形成量
,

其增加成骨细胞

数量的作用可能与促进成骨细胞募集和 , 或增殖有关
。

另外
,

其在 . + , ∗ +
、

. ∗ 6
、

%∋∗∃ 以及 . ∗ , ∃ ς Ν9 方面均

明显高于 阳性对照组 %尼尔雌醇 ∋
,

说明骨松 ∃ 号促进

成骨活动的作用优于尼尔雌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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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加手法治疗孟氏骨折

浙江省宁波市中医院%# ! ∀∀ ∋ 李启运

自 8 8 年至 ! 年
,

我们采用 尺骨切开复位钢 骨延迟愈合
,

外固定时间延长
,

前臂旋转功能影响
。

后

板内固定
,

挠骨小头手法闭合复位
,

治疗这部分的病人 行挠骨小头切除术
,

功能恢复
。

& 例挠神经损伤病例 &

& 例
。

随诊 8 个月至一年半
,

取得了较好效果
。

现介绍 一 # 月后恢复
。

如下
。

讨论 孟氏骨折中的伸直型和屈曲型
,

虽然大多

临床资料 本组病人 & 例
,

男 & 例
,

女 例
Ι
年 数能通过手法复位

,

外固定治疗
,

但部分病人却难以做

龄 ! 岁η Φ∀ 岁
Ι

右前臂 # 例
,

左前臂 8 例
Ι
属伸直型 到完全复位和稳妥固定

。

常常是尺骨移位
,

成角
。

从而

! 例
,

屈曲型 Φ 例 Ι合并挠神经损伤 & 例
Ι
一周内整复 导致挠骨小头的再脱位

。

近年来随着对尺骨为轴心的

≅ 例
,

一周至二周 内整复 ∀ 例
Ι

均为闭合损伤
。

前臂旋转功能认识的深化
,

尺骨的复位和固定的要求

治疗方法 臂丛阻滞麻醉下
,

行尺膏切开复位
,

四 更高
。

尺骨的开放复位和钢板内固定
,

切实的解决了这

孔钢板内固定
。

然后手法稍加牵引
,

术者于挠骨小头脱 个问题
,

而且便利了挠骨小头的复位
,

有效的避免了再

位处加压
,

伸直型 向后内方按捺
,

并逐渐屈曲肘关节
,

脱位
,

并有利于早期开始功能锻炼
。

从而促进了前臂旋

屈 曲型向前内方按捺
,

并逐渐伸肘关节
。

在整复过程 转功能和肘关节屈伸功能的康复
。

中
,

助手应来回小幅度旋转前臂
,

即能较完全的整复挠 一般认为孟氏骨折的挠骨小头脱位
,

宜切开复位

骨小头脱位
。

整复内固定完成后
,

以长臂石膏托固定
,

及环状韧带修复或重建术
。

但本组临床说明闭合复位

伸直型固定于前臂旋后位
,

屈肘 ∀ ∀ 度
Ι
屈曲型固定于 后

,

通过环状韧带的粘连
、

疤痕修复和功能锻炼的适合

前臂中立位
,

屈肘 Φ∀ 度
。

< 线拍片检查脱位纠正
。

半月 过程
,

结果前臂旋转功能和肘关节功能都得到较好的

后拆线改小夹板固定
,

但须放置压垫
,

伸直型应放在挠 恢复
。

由于尺骨的固定
,

挠骨小头的复位就相对容易

骨小头的前外侧
,

屈曲型放置在后外侧
。

并逐渐开展循 了
,

且损伤小
,

疗效可靠
。

这里还应着重说明挠骨小头

序渐进的功能锻炼
。

一般约 月半待尺骨初步连接后
,

整复时
,

在指按捺下
,

做小幅度的前臂旋转活动和肘关

拆除夹板加大功能锻炼
。

节的屈伸活动很重要
,

这样有利于挠骨小头的正确到

治疗结果 疗效评定
,

尺骨连接
,

肘关节屈伸正常 位和破损的环状韧带的大致复位
,

以避免嵌顿
。

或受限在 ∀ 度内
,

前臂旋转正常或受限在 ! 度内为 采用了手术和手法并用
,

达到了准确的复位
,

及尺

优
。

尺骨连接
,

肘关节屈伸受限在 &∀ 度内
,

前臂旋转受 骨的良好固定
,

通过早期的石膏托固定及中后期小夹

限在 #∀ 度内为良
。

不及上述条件者为差
。

本组病例临 板固定
,

提高和提前了功能锻炼的质量和时间
,

而收到

床愈合
,

最短 ! 周
,

最长为 ! 周
,

平均愈合为 8 周
。

其 了较好的治疗 目的
。

中疗效属优者 8 例
,

良 & 例
,

差 例
。

其中差 例因尺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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