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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圈固定治疗肩锁关节脱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省北海市中医院 ∃% & ∋ ( (的

张九江

笔者 自  ! 年 ) % 年采用清除血肿及双圈固

定肩锁关节脱位共  例
,

均取得满意疗效
,

现报告如

下
。

∗临床资料

 例中男 ! 例
,

女 例 +年龄 , ) ∋ 岁 + 病程 天

) , 周 ,− 线正位片示锁骨外端上移
,

关节间隙变宽
,

但

均未发现锁骨骨折
。

患者来诊前均有外伤史
,

肩峰部位

出现血肿或青痪
,

呈隆起畸形
。

治疗方法
.

清除血肿
/

无菌消毒后
,

以 ! 号针头在血肿部位

进入
,

尽可能将寮血抽净
。

,
.

手法按摩
/

取有关穴位如

肩孺
、

肩井
、

曲池
、

手三里
、

合谷等行点穴
、

粮揉
、

分筋理

筋方法令患者肌肉放松
,

减轻疼痛
,

疏通气血
。

&
.

敷药

复位
/

以双柏膏敷于患肩
,

用力加压按下翅起之锁骨外

端使之复位
。

#
.

双圈固定
/

按锁骨骨折之双圈固定法操

作
,

但此症的双圈固定法略有不同
,

其患侧端一圈固定

锁骨外端
,

以绷带向下外方牵紧再牢固地接于健侧端

的圈上
。

固定时间为 # 周
。

治疗结果

优
/

疼痛明显减轻
,

活动 自如
,

肩峰外观无畸形 ,

良
/
无明显疼痛

,

但肩关节活动稍受限
,

肩峰稍隆起
,

但

无明显压痛 + 一般
/

疼痛减轻
,

肩关节活动有障碍
,

形成

轻度外伤性肩周炎
。

本组优 % 例
,

良 , 例
,

一般 例
。

讨 论

肩锁关节由有锁骨外侧缘 ∃肩峰 0
、

脸骨头
、

肩脾骨

三部分及肌 肉组成
,

其中最主要的韧带与肌肉是咏肩

韧带和肩脚下肌
,

其次为咏肚韧带
、

咏锁韧带
,

再次为

肩锁韧带和肩脚上横韧带
。

肩锁关节面很小
,

因此其稳

定性主要靠上述肌肉及关节外韧带的弹性固定来维

持
。

锁骨外侧缘的固定正是肩锁关节能否稳定的最主

要因素
,

其受到嚎肩韧带及肩脚下肌的向下牵引力对

抗锁骨向上的弹力而使肩锁关节正常
,

换言之
,

其力矩

大于其它力矩
,

而其它韧带既使未受破坏但其产生的

弹性固定力无法抗衡嚎肩韧带及肩脚下肌被破坏后导

致的向上弹力
。

肩锁关节脱位后
,

锁骨外端隆起
,

从 −

线肩部正位平片可看到锁骨外端上移
,

关节间隙变宽
。

锁骨外端上翘
,

用力下按可使之复位
,

松手后立即隆

起
,

这是因为咏肩韧带及肩脾下肌被暴力撕裂
,

破坏了

肩锁关节弹性固定的力平衡
。

故而这是肩锁关节脱位

的最主要病机
,

也是治疗肩锁关节脱位的关键所在
。

治疗上清除血肿能减轻其对病变部位神经末梢的

压迫
,

从而减轻肿胀与疼痛
,

也能防止 日后血肿机化或

与软组织粘连
,

按摩能使肌肉放松疼痛缓解
,

为手法复

位创造有利条件
。

在外固定上我们不选取胶布主要原

因有二
/ ∃0 胶布的粘贴易引起皮肤过敏搔痒不适

,

随

粘贴时间加长而尤甚 + ∃, 0换药护理不方便
,

临床证明

一旦揭去胶布而来不及及时按压住锁骨外侧端
,

再次

整复则无初次复位时理想的解剖复位效果
,

造成痊愈

后肩部外展功能不满意
。

我们采取早期以双柏膏敷贴

患处
,

有活血化疲
、

消肿止痛的功效
。

再取
“

葫芦垫
”

按

压于锁骨外侧端
,

双圈中的患侧圈向外拉
,

恰好压在葫

芦垫上
,

通过绷带调整松紧
,

能达到上佳的外 固定效

果
。

从治疗结果看
,

优 % 例
,

良 , 例
,

均是患者伤后不

到  小时即来诊治
,

利于早期清除血肿复位固定
。

一般

例是因患者伤后辗转于几家医院
,

转到我院已是伤后

第 % 天
,

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导致肩锁关节脱位处血

肿致死
,

肿胀未能消除
,

给整复带来了困难
。

随着治疗

时间的增长
,

导致瘫痕组织形成
,

关节囊
、

肌肉及韧带

挛缩
,

日后影响功能活动
,

这便是外伤性肩周炎的形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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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高校科技函授部中医专业招生

经省教委批准继续面向全国招生
,

本着继承和发展祖国医学
,

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中医人才
,

选用 , 门全国统编中医函授教

材
,

与当前全国高等教育 自考相配合
,

聘有关专家教授进行教学
,

全面辅导和答疑
。

愿本部能成为你医学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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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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