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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股骨头坏死不同治疗方法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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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非手术治疗
、

钻孔减 压
、

靛关节滑膜切除
、

开窗减压松质骨植骨
、

缝 匠肌骨瓣移植和吻合血管排

骨移植等方 法治疗儿童股骨头坏死 ∋ ( 例
,

其中 # 例经过 一 ( 年的 系统随访观察
。

依据 ) ∗+ +,− ∗.. / 线分期
,

以

髓 关节功能 和 / 线片改变为评定标准
,

观察不 同分期 的不同方法治疗适应症
。

关键词 儿童 股骨头坏死 治疗

应用非手术治疗和不同方式的手术治疗儿 随访结果

童股骨头坏死 ∋ ( 例
,

获得随访且资料完善者 # 例随访时间为 一 ( 年
,

根据髓关节

# 例
。

在疗效观察的基础上
,

依据 ) ∗+ +,− ∗.. 川 功能和 / 线改变作为评价疗效依据
0
优

1

髓关

儿童股骨头坏死的 / 线分期
,

探索不同分期的 节功能恢复正常
,

双下肢等长
,

行走跑步均无

不同治疗方式
,

报告如下
。

疼痛
,

股骨头呈球形
,

股骨头骨箭发育正常
。

良
1

临床资料 髓关节功能恢复正常
,

无疼痛
,

股骨头骨箭发

# 例中男 22 例
,

女 ∋3 例
0
年龄 % 一# 育接近正常

,

股骨颈稍增宽
,

股骨头呈球形
,

双

岁
0
病变部位

1

左髓 3∀ 例
,

右髓  2 例
,

双髓 下肢等长
,

内旋
、

外展受限在 ∀
。

一 ∋护之间
。

可
1

3 例
0
病程最短 4 2 年

0
病史

1

有外伤史者  2 股骨头骨髓有不 同程度增长
,

股骨头增大
,

骸

例
,

类似骸关节炎史者 #∋ 例
,

原因不明者 ∋# 臼包容不全
,

或股骨头变形和部分塌 陷
,

有少

例
0
观察方式

1

除病史和髓关节功能外
,

/ 线观 量碎裂片或囊腔
,

股骨颈部增宽
,

无疼痛
,

略

察股骨头坏死 程度及术后股骨头恢复的形 态
,

有跋行
。

差
1

髓关节症状无改变
,

股骨头骨髓

测量 5 67, −8 氏 ) 一9 角
,

: ; ,+ <!
, :
线

,

髓臼指 有继续破坏
,

骸关节内收
、

外展受限超过 ∋ ∀∀
。

数
,

股骨头骨箭高度及关节间隙宽度等
。

随访结果显示
,

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均有其

治疗方式 优良率
,

各种方式治疗的优良率又与其分期有

石膏制动保守治疗 ! 例
,

股骨头钻孔减压 一定的关系
,

) ∗+ +,− ∗.. / 线分期 =
、

> 期的疗效

∋ 例
,

髓关节滑膜切除 例
,

股骨头颈部开窗 明显高于 =? 期
。

不同治疗方法的疗效随访

植松质骨 2∀ 例
,

缝匠肌骨瓣移植 ( 例
,

吻合 结果见表
。

血管膝骨移植  % 例
。

表
≅

不同治疗方法的疗效与分型关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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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按照 ) ∗+ +, −∗ ! / 线分期标准将不同方法治

疗儿童股骨头坏死的结果进行疗效评价
,

以便

对该病的治疗提供更多的途径选择
。

以石膏制

动 2一 # 个月左右的非手术疗法
,

对 =
、

! 期病

例
,

有显著疗效
,

这与早期股骨头病理改变轻
,

头 臼包容较好
,

通过制动为其 自愈提供静态修

复环境不无关系
。

由此说明
,

石膏制动促其早

期病例自然修复仍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

法
。

髓关节滑膜切除为国内较早治疗儿童股骨

头坏死的方法之一
,

本组病例疗效佳者
,

亦为

=
、

! 期病例
。

! .期以上者
,

随访提示均有不同

程度跋行
、

疼痛
,

功能受限也较明显
。

通过长

期观察认为
,

除个别滑膜炎性反应明显者予以

切除外
,

一般可以选择其它方法治疗
,

切与不

切滑膜对其疗效并无明显影响
。

缝匠肌骨瓣移植主要切取骼前上棘骨块植

入股骨头颈部
,

虽取得一定疗效
,

但骼前上棘

连带骨髓软骨被切除
,

经观察儿童骨盆发育形

成相对不对称
。

缝匠肌移位对儿童下肢肌肉平

衡发展亦有一定影响
。

因此
,

连同儿童骨髓的

带血管骨移植应慎重
,

本组已放弃此方法
。

股骨头经皮钻孔以达到减压 目的
,

对于 =
、

! 期病例可以作为治疗选择之一
。

对于股骨头

开窗植入松质骨
,

将股骨头外上方凿成骨洞
,

环

钻清除股骨头 内外上方囊变骨组织
,

在
‘

℃
”

臂

型 / 线监视下达箭板远端
,

但不通过箭板
,

然

后植入骼骨外板松质骨碎屑
,

窗 口处覆盖一大

小适宜的骼骨外板
,

缝合固定在关节囊下方
。

此

方法通过减轻股骨头 内压
,

改善股骨头 内骨结

构
,

促使周围血管增生活跃
,

同时又刺激骨髓

远侧柱状细胞化骨
,

干箭端增殖
,

以利坏死骨

骨髓的修复
。

该方法简单
、

易行
,

对于 ) ∗+ +, −∗ !

=
、 、

期者均适宜
。

吻合血管排骨移植取小腿中上 Η2 部位
,

胖骨连同排骨动静脉植入股骨头颈部前外上

方
,

排骨动静脉与旋股外动静脉相吻合叭
。

股骨

头骨髓的增殖主要依赖于关节囊内动脉环伸向

骨髓的血管及圆韧带动脉
。

股骨头骨髓的坏死

无论什么原因
,

缺血与其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

植入带血运的滕骨为其提供了新的血供来源
。

胖骨植于箭板远端可刺激髓板生长活跃
。

同时
,

排骨为坚质骨
,

支撑力强
,

增强了股骨颈部的

应力
,

可预防股骨头颈部变大变粗
,

甚至畸形
,

有利于压缩和变形的股骨头骨髓再塑形
。

适应

于 , ∗ + +, − ∗ .. =.. .? 期病例
。

对于股骨头骨髓

与靛臼覆盖不一致者
,

可同时附加骨盆截骨或

粗隆下外展截骨
,

以改善股骨头的负重点和包

容状态
。

经过 年一 ( 年观察不 同类型 的儿童股

骨头坏死采用不同方式的治疗结果
,

认为
,

无

论任何分期的病例
,

都应积极治疗
,

不能因少

数幼年早期病例不治自愈而放弃治疗
。

非手术

治疗适应于 =期病例
。

! 期以上病例应做相适

应的手术准备
。

开窗植骨疗效显著
,

适合 =
、

>
、

! .期病例
,

但由于病例数有限
,

尚需进一步观

察
。

吻合血管排骨移植有一定优越性
,

适应于
、 、

=? 期病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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