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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胫排骨多段粉碎性骨折的治疗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 ! ! ∃ ∀ !%

我院自 & 年 & 月 ∋ ( 年 ∃ 月采用排骨克氏

针
、

胫骨多块普通钢板及螺丝钉内固定治疗胫排骨多

段粉碎性骨折 ) 例
,

分析讨论如下
。

∗质床资料

本组 ) 例中男 ( 例
,

女 & 例 + 年龄 ∋ ,! 岁
+

单

侧胫骨骨折呈三段
、

排骨骨折呈二段 ) 例
,

胫排骨骨折

均呈三段 ( 例
,

胫排骨胫骨骨折呈四段
,

排骨骨折呈三

段 & 例
,

胫骨骨折呈四段
,

排骨骨折呈二段 ∃ 例 + ) 例

患者均为开放性骨折
,

其中 −∗∗ . 型  例
,

/ 0 型 例

#1 2 34 −5 6 改良分型 % 7 , 8 + & 例为车祸
,

& 例为砸伤
,

∃

例为摔伤 + 合并骨盆骨折 & 例
,

股骨内外裸骨折 ∃ 例
,

血管损伤 例
,

( 例合并休克
。

治疗方法

本组病例大多数为车祸所致
,
( 例合并休克

。

患者

首先在急诊室
,

全面检查
,

补液
、

输血及抗休克
,

全身

情况改善后
,

在手术室急诊清创
、

手术内固定
。

手术中

首先将排骨骨折用克氏针作髓内固定
,

然后将胫骨骨

折片分段拼接
,

用螺钉内固定
,

胫骨骨折段间解剖复位

后用 , 孔或 ) 孔普通钢板螺钉固定
,

钢板可衔接以获

得适当的长度
。

本组中 例合并血管损伤
,

患肢血供障

碍
,

在骨折内固定后行 自体大隐静移植缝合胫前动脉
。

皮肤伤口 均 −期缝合
。

其中 & 例减张缝合
。

术后患肢长

腿石膏托外固定抗感染治疗
。

二周拆线
,

三周更换长腿

管型石膏
,

外固定 & 个月
。

治疗结果

本组 ) 例患者骨折平均愈合时间 ( 个月
,

最短 &

个月
,

最长 个月
。

∀ 例发生皮肤局部浅表感染
,

∃ 例

皮肤创缘深部坏死行同侧排肠肌皮瓣转移缝合术
。

例术后 & 月拆石膏后跌跤再次发生胫骨排骨 中段骨

折
,

克氏针钢板折弯
。

再次手术并作 自体骼骨植骨
,

术

后 ∀ 个月骨折愈合
。

本组中 ∃ 例发生晚期膝关节屈曲

功能受限 #9 ∀(
“

%
,

∀ 例发生晚期躁关节伸屈功能受限

#9 & !
!

%
。

讨 论
:

胫排骨多段粉碎性骨折的特点和治疗方法的选

择
;

我们认为只要全身情况允许
,

应早期手术内固定
。

< = >?
≅
氏钉及各种髓内针对胫骨多段骨折能取得较好

姜海莹 翟明智 顾 军

的内固定效果图
。

但显然不适用于胫骨骨折段又有粉

碎劈裂的本类型骨折
。

各种压缩钢板无法对累及胫骨

全长的多段粉碎性骨折进行有效的固定
。

而且此类钢

板体积大
,

会给小腿皮肤切口 的缝合增加困难
。

对此类

型骨折采用排骨克氏针髓内固定
,

胫骨多个螺钉多块

普通钢板内固定
,

并辅以石膏外固定是一种有效的治

疗方法
。

优点是
;

# % 手术简单容易掌握
+
#∃ % 普钢板

体积小
,

放置位置灵活并不明显增加小腿的截面积
,

有

利于皮肤切 口
、

特别是受损的皮肤伤 口 −期缝合
+ #&%

胫 排骨多段粉碎性骨折能达到解剖复位
+

#∀ % 疗效满

意
。

本组病例除 例拆石膏后跌跤再骨折外
,

骨折均获

得 良好愈合
。

本方法的缺点是仍需石膏外固定
,

易发生

膝
、

躁关节功能障碍
,

但拆石膏后通过积极二至三月的

功能锻炼
,

关节功能大部分可恢复正常
。

∃: 胫排骨的内固定
;

通过排骨骨折的复位内固定
,

使此类骨折成为单一胫骨多段粉碎性骨折
,

能有效防

止胫骨粉碎性骨折复位时易产生的缩短
,

旋转移位
。

同

时排骨骨折稳定 内固定起着支撑胫骨和维持其力线的

作用
,

在小腿下 Α& 胖骨骨折的复位内固定对躁关节

稳定有帮助
。

胖骨骨折的内固定可选用粗细适当的克

氏针
,

经外躁作髓内固定
,

克氏针应尽量达到排骨上位

骨折线上 !Β /
。

对上 Α& 的排骨骨折
,

克氏针长度不

够时也可选用较细的直型 < = > ?≅ 氏钉或用普通钢板螺

丝钉作固定
。

对胫骨多段粉碎性骨折则选用螺丝钉
,

普

通钢板作内固定
。

胫骨远近骨端骨折段的纵向劈裂
,

长

短斜形
,

螺旋形
,

蝶形骨折片复位后用松质骨螺丝钉内

固定
。

骨干部各骨折片用皮质骨螺丝钉作内固定
。

皮质

骨的螺钉进口应稍大于出 口
,

并尽量与骨干纵轴垂直
,

使骨折片间加压可克服剪式和扭旋伤力 78
。

胫骨各骨

折段间复位后选用 ) 孔或 , 孔普通钢板内固定
,

钢板

可衔接以获得适当长度
。

钢板的放置位置可根据皮肤

损伤的程度和胫骨各段粉碎骨折片螺钉内固定位置灵

活选择
,

放置在胫骨的内侧或外侧
。

对无法固定的小骨

片应在原解剖位置上嵌接
。

在胫骨骨折复位内固定中
,

应特别注意保留与各骨片相连的软组织蒂
,

尽量减少

骨膜剥离
。

必须强调指出
;

对胫骨多段粉碎性骨折这种

拼接式的内固定实质上是一种骨缝合术
,

其内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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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较差
,

术后必须采用石膏外固定
,

首期外固定时间

为 & 个月
,

以后根据骨折愈合的情况决定是否延长石

膏固定时间或改用小夹板外固定
。

&
:

皮肤伤口的处理
;

对胫骨骨折处特别是钢板螺

钉内固定处必须有皮肤搜盖
。

在治疗过程中
,

出现受伤

皮肤浅表坏死
,

可在石膏固定后局部开窗换药均能获

得伤口 愈合
,

并不影响骨折愈合
。

但如果出现皮肤深部

坏死
,

甚至内固定外露时
,

应及时切除坏死皮肤
,

同侧

膝肠肌肌皮瓣转移缝合术覆盖创面图
。

此外合理联合

应用抗菌素对预防伤 口感染和外伤后骨髓炎有重要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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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匠肌骨瓣移植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
安徽省颖上县人民医院 #∃ & , ∃ ! !% 康 龙 焦家颖

我院自 & 年 月∋ ( 年 ∃ 月采用带缝匠肌 生活能自理
,

本组为 ∀ 例
。

差
;

舰部疼痛较重
,

屈镜明

骨瓣移植与多枚克氏针或折断式螺钉内固定治疗老年 显受限 #9 !! % 或僵直
,

行走跋行
,

生活不能自理
,

本

股骨颈骨折 例
,

取得满意疗效
,

现报告如下
。

组为 例
。

临床资料 本组 例中男 = 例
,

女 ) 例 + 年龄 ,! 讨论 笔者采用带缝匠肌骨瓣移植法
,

使移植骨

一  & 岁
+
头下型 ) 例

,

头颈型  例
,

颈中型 & 例
,

基底 瓣带有一定血供
,

有利改善骨折局部缺血状态
,

能促进

型 例
+

新鲜骨折  例
,

陈旧性骨折 ∃ 例
+

受伤至手 骨 折 愈合
。

本 组 例 采用 此法 治疗骨 愈合率达

术时间最短  天
,

最长 )! 天
,

平均 ∀ 天
+

陈旧性骨 )
:

( Χ
,

疗效满意
。

本术式采用髓关节前外侧人路
,

在

折 ∃ 例中 例为骨折不愈合
:

另 例伴股骨颈轻度吸 一个切 口 内
,

可同时做取骨植骨及骨折内固定
,

不必另

收
。

做切 口
,

因而手术创伤小
,

操作简单
,

对于老年病人
,

治疗方法 本组 例术前牵引  一 ∀ 天
,

以纠正 只要无明显心肺疾患
,

一般均可耐受
。

在治疗中我们发

肢体短缩
,

有利术中复位
。

艘关节前外侧入路
,

采用带 现
,

缝匠肌肌蒂较粗大
,

长度足够
,

移植后无张力
,

骨

缝匠肌骨瓣沿股骨颈长轴纵形放置于股骨头颈之间
,

块凿下后渗血明显
,

因而其血供丰富
,

并且不会影响患

并伸人头内 Δ / 左右
,

骨瓣大小约 ( Ε
:

3 Ε ∗
:

3Β /
。

内 肢功能
。

所取骨瓣皮质骨松质骨兼备
,

成骨能力强
,

有

固定采用多枚克氏针 例
,

折断式螺钉 ! 例
,

移植骨 一定支撑和激发成骨的作用
。

取骨处骨源丰富
,

根据需

块只需缝合固定既可
。

术后牵引 & 一 , 周
,

开始不负重 要
,

还可做大量游离植骨
,

这样均有利于促进骨折愈

功能锻炼
,

&一 , 月后逐渐负重
。

合
。

治疗结果 本组 例随访 , 月 ∋ ∃ 年
,

 例于伤 本术式手术操作简单
,

创伤小
,

并能提高骨折愈合

后 & ∋ , 月达临床愈合
,

例股骨颈短缩
,

例股骨头坏 率
,

减少股骨头坏死发生率
,

且远期疗效好
,

因而是治

死
。

疗效标准及评定
;

优
;

妓关节活动负重时无疼痛
,

疗老年股骨颈骨折的方法之一
。

屈髓正常或接近正常
,

基本恢复伤前状况
。

本组为 ∀

例
。

良
;

艘部活动多时有疼痛
,

屈髓受限但在 !
’

以上
,

#收稿
;

,一 !, 一 ∃ ,%

上海市清华科技函授学院中医
、

中西医
、

计算机
、

书画

函授面向全国常年招生

办学许可证沪社管办第 !!  ∃ 号

为弘扬祖国医学和东方文化
,

培养新型专业技术人才
,

解决广大青年和在职人员晋升
、

应聘
、

考核和自谋职业的难题
,

本院

以下专业继续面向全国常年招生
。

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专业 针灸推拿骨伤专业 中国刮疹疗法!皮肤性病
、

性医学与不孕症∀

中医气功
、

书法
、

绘画
、

计算机等
。

以数百幅中医针灸推拿图象和彩性病图谱指导临床和教学
#
各专业均由著名专家教授任教

,

为您解答疑难问题
,

结业发钢印证书
。

参加中医专业高等教育自考及格国家承认其大专学历
。

详见简章
。

汇款 ∃ 元至 %& & & ∋ ∃ 上

海 & ∋ ∃ 一 ( )∗ 信箱上海市清华科技 函授学院招生办即寄
。

电话
+ & %)一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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