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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股骨颈骨折不同术式的疗效比较

西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 ! ! ! ∀∃

党晓谦 王坤正 王春生 杨 哲

摘要 本文报告了 % ∀ 例股骨颐骨折采取不同的手术方法治疗
。

这些手术方法有
&

经皮穿多根针固定
、

加压

螺旋打固定
、

经皮穿多根针加单臂外固定支架固定
、

麦氏截骨术
、

人工股骨头里换术
。

比较不 同方法的并发症和

疗效显示
&

利用多根针加单臂外固定支架固定可靠
,

可以早期活动
、

进免关节僵硬
,

缩短了治疗时间
。

这种方法

可能是 目前治疗股骨颈骨折的最佳方法之一
。

关健词 股骨颈骨折 不同的手术方法

股骨颈骨折的治疗方法很多
,

但尚无令人公认的

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
。

∋ ∋ 年以来
,

我院采取经皮穿多

根骨圆针内固定
、

加压螺旋钉内固定
、

经皮穿多根骨圆

针加单臂外固定支架固定
、

麦氏截骨术
,

人工股骨头置

换术等方法治疗股骨颈骨折共 %∀ 例
,

由于治疗方法

选择不同
,

疗效也不同
,

现就各种方法的疗效作比较分

析
。

(在床资料

% ∀ 例中
,

男 ) % 例
,

女  例 ∗ 年龄 ∋+  岁
,

平

均 ) ,
−

, 岁 ∗ 左舰  % 例
,

右舰 . 例
,

双能 , 例
。

致伤

原因
&

滑倒摔伤 ) 例
,

骑 自行车摔伤 %% 例
,

高处坠落

伤  例
,

汽车撞伤 ! 例
,

翻车等致伤 . 例
。

三周内就

诊者  例
,

三周后就诊者  例
。

骨折类型及治疗方法选择
,

见表
。

表 骨折类型及治疗方法选择

/ 0 12 3 4 ( / 0
12

3 4 ((/0
1 2 3 4 (((/ 01 23 4 5 合计

%∋
−

.!.%,多根骨圆针固定

加压螺旋钉固定

多根针加外固定架

麦氏截骨术

%∀

∀ ,

%%

∋

人工股骨头里换术 ∀  .  

合 计  
’

∀ ∀ . , , % ∀

治疗方法

一般用硬膜外麻醉
,

高龄患者可用局麻
,

麻醉后患

者置于自制的机械牵引复位架上
,

双下肢伸直并外展

约 %!!
,

外加机械力牵引复位
,

6 臂式 7 光机透视
。

复

位不佳者加用手法复位
。

复位满意后选用下述中的一

种疗法
。

#∃ 多根骨圆针固定
&

常规消毒铺巾
,

于大转

子下方 % + 89 : 处
,

用尖刀作皮肤刺口
,

透视下钻入直

径 8: : 的骨圆针
,

针尖达艘关节间隙下方 ; : 处为

止
。

共三根针
。

作正位及蛙式位透视
,

以证实三根针均

在股骨颈内
。

如针的位置良好不需调整
,

将针尾尽量剪

短
,

埋于皮下
,

皮肤刺 口消毒
、

包扎
。

#, ∃ 加压螺旋钉

固定
&

复位及钻人导针的方法同前
,

选择位置最佳的导

针
,

于针尾部皮肤处切 口 <9 :
,

拧人加压螺旋钉
。

透视

满意后
,

将三根导针拔除
,

切口缝合 % 针
。

#% ∃ 经皮穿

骨圆针加单臂外固定架固定
&

在钻人三根骨圆针透视

满意后
,

将三根骨圆针针尾外露部分折至与股骨干垂

直
。

另外
,

在股骨中下段外侧
,

钻人两根同型号骨圆针
,

然后上外固定支架
,

皮肤刺口处包扎
。

#∀∃ 麦氏截骨术
&

即股骨转子间截骨术
,

取外侧直切 口
,

以大转子下方

<9 : 至小转子上缘为截骨线
,

截骨后股骨干上端 向内

移位
,

骨圆针交叉固定
,

伤口缝合包扎
。

#.∃ 人工股骨

头置换术
&

选用舰关节低位后外侧切 口
,

严格按照手术

操作步骤进行
。

不论选择哪种术式
,

术后常规预防感染治疗
。

采用

骨圆针内固定
、

加压螺旋钉内固定及麦氏截骨术的患

者
,

一般需卧床 % 个月
。

% 个月后下床不负重活动
。

采

用经皮穿圆针加单臂外固定支架治疗及人工股骨头置

换术的患者
,

卧床 , + ∀ 周后即可下床不负重活动
。

治疗结果

% ∀ 例中
,

随访 , 例
,

随访时间 一  年
,

平均

∀
−

) 年
。

疗效评价标准分为=(>
&

优
&

患舰屈耽超过 !!
,

患肢无短缩畸形
,

舰关节无疼痛
。

7 片示
&

骨折愈合
,

无股骨头坏死征象
,

人工股骨头无下沉及移位等改变
∗

良
&

屈舰在  !! + !
。

之间
,

患肢短缩小于
−

89 :
,

艘关

节偶有疼痛
,

7 片示
&

骨折愈合
,

无股骨头坏死征象
,

人工股骨头无移位改变 ∗ 可
&

屈魏在 ∀.
“

+  .
。

之间
,

患

肢短缩在
−

.一 %9 : 之间
,

舰关节经常疼痛
。

7 片示
&

骨

折愈合
,

有创伤性关节炎改变
,

股骨头无坏死
,

人工股

骨头无移位等改变
∗

差
&

屈舰小于 ∀.
。 ,

患肢短缩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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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

骸关节疼痛较剧烈
,

7 片示
&

骨折不愈合
,

股骨

头坏死
,

人工股骨头移位或有针道感染征象
。

手术方法

与疗效对 比见表 ,
。

表 , 手术方法与疗效对比

优 良 可 差 优良率 ?

)  

 ∀

∋ %

 

) ∀

折断端的移动 ∗ #,∃ 术后可以随时调节针的深度
,

既能

防止针的脱出
,

又能防止针尖进人关节间隙 ∗ #%∃ 单臂

外固定支架轻便
,

便于早期功能锻炼
。

由于此方法简单

易行
,

不需长期卧床
,

骨折断端固定稳定
,

治愈率高
。

笔者认为此法是 目前治疗股骨颈骨折较好的方法
。

∀
−

加压螺旋钉固定组 ∀, 例
,

随访 % 例
,

, 例发生

股骨续坏死
,

例骨折不愈合
,

) 例发生下肢静脉血栓

形成
。

其主要原因是
&

#(∃ 拧入螺旋钉时
,

由于旋转力

量较大使骨折近端发生同向旋转
,

尤其在头下型骨折

更为明显
,

造成残存血管的进一步破坏
∗ #,∃ 螺旋钉较

粗
,

破坏了骨髓内的滋养血管川
。

术后卧床时间长
,

患

肢活动少
,

是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主要原因
。

.
−

麦氏截骨术 ∋ 例
,

随访  例
,

例不愈合
,

) 例

愈合良好
,

但患肢均有短缩畸形
、

跋行
、

外展活动受限
。

但是由于麦氏截骨术骨折愈合率高
,

对于 / 01 2 34 (
、

≅

型骨折
,

及骨质疏松严重有发生骨不连可能 的患 者可

考虑采用此法
。

)
−

人工股骨头置换术  例
,

随访 ∀ 例
,

例因人

工头过大行二次手术
,

例头下沉
,

例柄松动
,

% 例术

后长期疼痛活动受限
。

由于人工股骨头种类繁多
,

一种

类型又有多个型号
,

术前应针对每个病人进行严格测

量
,

选择合适的股骨头川
。

本组 例因人工股骨头过大

不能放人舰臼
,

而进行了二次手术
。

随着材料科学的发

展
,

人工股骨头的质量不断提高
。

为了提高股骨颈骨折

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
,

对于高龄可以耐受手术的患者
,

可以考虑行人工股骨头置换术
。

总之
−

股骨颈骨折的治疗方法很多
,

在诸多方法

中
,

本人认为
&

经皮穿针加单臂外固定架治疗方法简

单
,

治愈率高
,

并发症少
。

其它手术方法各有优劣
,

应

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慎重选择〔.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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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

股骨颈骨折手术方法很多
,

采用较多的是经皮

穿针固定术
、

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及人工股骨头置换术
。

切开复位内固定虽有许多优点
,

如复位确切
、

固定牢靠

等
,

但有致命的弱点
,

即进一步破坏了髓关节周围的血

运
,

对骨折愈合不利川
。

相 比之下
,

经皮穿针固定
,

损

伤小
,

手术时间短
,

花费小
,

大多数病人乐于接受
,

但

是不同的手术方法有不同的效果
,

也有不同的并发症
。

,− 经皮穿多根骨圆针固定患者 %∀ 例
,

随访 % 例
,

. 例发生骨 圆针脱出
,

其 中 例发生针道感染
,

长期不

愈
∗ % 例骨不连

∗

例因下肢制动时间较长而致下肢静

脉血栓形成
,

其中 例因血栓脱落致死
。

由于针尾埋于

皮下
,

针尾部常形成一个皮下囊肿
,

影响关节活动
。

然

而
,

此方法的最大弊端在于
,

骨圆针固定不稳定
。

这是

由于骨圆针在大转子下进针点处皮质骨内较稳定
,

而

针尖在股骨头的松质骨内
,

针尾在皮下软组织中
,

随着

针旁骨质的压迫坏死吸收
、

骨折断端剪力作用使针尖

存在着微动
。

而针尾不能消除这种微动而随之活动
。

尤

其在老年骨质疏松严重患者及头下型骨折的患者中这

种不稳定更为明显
,

严重者发生骨圆针脱出
。

故本院自

% 年以后基本放弃了此种手术方法
。

改用经皮穿针

加单臂外固定支架固定
。

%
−

经皮穿骨圆针加单臂外固定支架治疗 %% 例
,

随

访 %! 例
,

, 例针道感染
,

, 例下肢静脉血栓形成
,

% 例

因骨折断端吸收
,

股骨颈短缩造成针尖进入髓关节间

隙
,

活动时有明显刺痛
,

发现后及时调整了针的深度
,

症状缓解
。

本方法的主要优点是
&

#∃ 外固定支架增加

了针的稳定性
。

骨圆针不仅在大转子下皮质骨进针点

有一个稳定点
,

而且在针尾也有一个稳定点
,

两个稳定

点保证了针尖不会发生微动
,

而针的稳定又防止了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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