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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侧多功能外固定支架治疗合并严重软组织损伤

的胫骨干复杂骨折
浙江省开化县人民医院

我院从 ∃ 年 ∃ 月一 % 年 & 月
,

采用上海市

第六人民医院于仲嘉教授研制的单侧多功能外固定支

架治疗合并严重软组织损伤的胫骨干复杂骨折 & 例
,

已取得较满意的疗效
∋
现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

本组 & 例
,

男 ∀ 例
,

女 & 例
∋

年龄 & %一 % ∀ 岁
∋

合

并双侧股骨骨折 % 例
,

颅脑损伤 ∗ 例
,

双侧胫胖骨开放

性骨折 & 例
,

肪骨干骨折 例
。

治疗方法与结果

患者入院后
,

行急诊清创
,

用双氧水及消毒生理盐

水反复冲洗创口
,

切除挫伤严重的皮肤
、

污染的筋膜及

失活的肌肉软组织
,

对污染的骨块清洗后
,

咬除污染骨

表面
,

并清除骨折端的血块及嵌入的软组织
,

将碎骨块

逐渐复位
,

以保持肢体长度
。

采用小腿前内侧进针
,

在

与胫骨内侧面相垂直而且与躁关节的冠状面相平行的

位置
,

应用配套的安装工具进行定位
、

钻孔和安装螺

钉 ∋ 然后安装支架
,

置于离皮肤 ∃+ , 处
,

以便于术后换

药
。

装配支架时应用调节器对预先延长的固定杆进行

加压
,

从而加压骨折端
,

增加支架固定的牢靠性
。

装配

完毕后松去复位钳
,

并探查骨折对位对线情况
,

若复位

不满意者可再松开换向节后进行调整至满意为止
。

伤口是否 −期闭合应根据伤口污染的情况
、

软组

织损伤程度
、

受伤至手术时间的长短来决定
,

本组均采

用减张切 口
,

转移皮瓣的办法
,

尽量将创 口 −期闭合
,

术后创口 内放置胶管负压引流
,

术后 一 & 天拔管
,

并

用  % .酒精滴孔眼
、

保持针眼清洁
、

干燥
。

功能锻炼 术后功能锻炼分三期进行
。

早期
(

术后

& 周内
,

局部肿胀疼痛
,

应以患肢肌肉舒缩活动为主
,

并

作骨折上下关节的伸屈运动
。

中期
∋

术后 & 周后
,

除继

续早期活动外
,

开始扶拐下地练习行走
。

后期
(

定期拍

片复查
、

视骨折愈合后
,

可逐渐去拐部分负重到完全负

重
。

治疗结果 本组 & 例全部随访
,

随访时间 #一 ∃∀

/∃ & ∗ ∃ ∀ ∀ 0 徐来元

个月
,

平均 个月
。

本组 例创 口感染经换药愈合
,

无

例发生骨不连接
。

讨 论

胫骨干骨折是人体常见骨折
,

其中某些为数不多

的复杂形态骨折还没有得到临床足够的认识和正确分

类
。

1 2 骨折分类法较其它现行的分类及科学明确的表

述骨折的复杂程度
,

将胫骨干骨折的最复杂类型称为
“

复杂骨折
” /即 3 型 0

,

其本质特征为
“

复位后远近主

骨之间无任何接触
”

。

此类骨折
,

在临床治疗上甚为困

难
,

骨折延迟愈合和骨不连接发生率很高
,

报道为 ∃∀ .

一 #∀ .
〔,〕

。

我们采用单侧多功能外固定支架治疗合并

严重软组织损伤的胫骨干复杂骨折有如下优点
(

结

构简单
,

操作方便
,

安全可靠
,

白重轻
,

软组织损伤少
,

便于锻炼
。

防治骨关节固定综合症及长期卧床并发症
。

钢针可避开骨折部位
,

最大限度利用健康骨长度
,

提

供长跨度骨外固定系统
。

 力学性能稳定
、

可靠
、

可塑

性强
,

方向关节可 !∀ # 度旋转
,

能灵活多方向调节端正

各种移位
,

使断端获得静止的坚强固定及动态外固定

而有利于骨的修复
〔∃〕。

%具有多功能
,

既能牵伸延长又

能缩短对骨端加压
,

可对不同位置的骨折端施加不同

的力
。

由于术后骨折端对位良好
,

固定牢靠
,

消灭了骨

折端的异常活动和死腔
,

加速了骨折的愈合
。

& 外固定

支架具有远离躯体的架空特点
,

有利于对软组织损伤

的观察
、

处理和修复 ∋ 减少创口感染率
。

(便于装卸
、

调整
、

无需二次手术
。

减少伤员的痛苦和经济负担
,

可

加快医院床位周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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