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骨伤  年 月第 ! 卷第 ∀ 期

拱桥式锁骨骨折复位固定器治疗锁骨骨折

王明森 张 跃
辛

广东省普宁市中医院 #∀ ∀ ∃ % %&

锁骨骨折的治疗方法很多
,

但因各种原因骨折的 剖对位 ∃ 例
,

功能对位 ∃ 例
,

对位不良 例
,

优良率

治疗效果不够满意
。

笔者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于
一

为 ∋
(

)
。

固定时间最短 天
,

最长 ∗ 天
,

平均 ∃∗
(

+

 年始研制了拱桥式锁骨骨折复位固定器 #已获国 天
。

随访 , 个月
,

除 例因骨折对位不良而拆除复位固

家专利
,

专利号为 + + + ∗ ∃,∋
,

%&
,

经 ∃∗ 例临床应用
,

效 定器改用切开复位克 氏针内固定
,

其余 ∃∃ 例纠正畸

果满意
,

现报告如下
。

形
,

恢复工作
,

皮孔平整无感染
,

无 例血管神经损伤
。

机械结构 讨 论

拱桥式锁骨骨折复位固定器 #以下简称复位固定
(

锁骨呈
“

− ”
形

,

横架在胸部的前上方
,

位置较

器 &
,

由拱形底板
、

螺杆及固定针组成
。

底板分为内侧 浅表
,

因此易发生骨折
。

锁骨全骨主要有斜方肌
、

三角

板和外侧板
,

内侧底板上平行设置两只螺母
,

外侧底板 肌
、

胸锁乳突肌
、

胸大肌
、

锁骨下肌等肌肉附着
,

锁骨

上平行设置两个开有圆孔的支座
,

两个支座和两只螺 骨折后 上述肌肉作用使骨折产 生重叠移位
,

并且内侧

母在底板上的间距相等
.
螺杆横穿于螺母和支座中

,

螺 受胸锁乳突肌的牵拉而 产生向上向后移位
,

外侧受上

杆的外侧端开有环形槽
,

末端呈方形槽
,

支座的顶部开 肢重力及胸大肌的牵拉 产生向下向前移位
。

本复位 固

有螺纹孔
,

定位螺钉 由上往下旋入螺纹孔内
,

并嵌入环 定器设计拱形底板分别置 于锁骨的两端以纠正骨折的

形槽
.
内外底板分别开设向外倾斜的螺孔

,

孔内设置带 上下移位
,

调节两平行的螺杆使锁骨在同一直线上 向

螺纹的底呈倒圆台形的固定针
,

两固定针呈
“

八
”

字形 两侧牵开而纠正骨折的重叠移位
,

固定针与水平面呈

对称设置
,

夹角为 ,%
。 。

,%
。

夹角插入锁骨两端骨质内其支撑作用牢固可靠
,

不

临床资料 易滑脱
,

调节固定针的深浅可纠正骨折的前后移位
,

诸

本组共 ∃∗ 例
,

其中男 +% 例
,

女 ∗ 例
.

年龄 , / 结构共同作用骨折即可复位固定
。

“ 岁
。

左侧  例
,

右侧 ∀ 例
,

双侧 例
。

骨折类型
0

+( 本复位固定器具有以下优点
0

结构简单
,

体积

粉碎 ∋ 例
,

斜形 ∃ 例
,

横形 ∗ 例
.
重叠 ∃ 例

,

侧方 小
,

重量轻
,

损伤小
,

携带方便
,

稳定性好
,

操作方法

成角 ∃ 例
。

骨折部位 . 中 1 ∃ 骨折 , 例
,

中外 1 ∃ 骨折 简便
,

固定安全可靠
,

不影响患者起卧
、

睡眠
、

穿衣等

例
,

外 1 ∃ 骨折 例
。

日常生活及关节功能
。

该复位固定器中间空隙适应锁

治疗方法 骨的生理弧度
。

患者取仰卧位
,

患部常规消毒
,

铺无菌巾
,

在锁骨 ∃( 本复位固定器主要适用 于各种类型的锁骨骨

骨折两端
(

23 4 处局部麻醉
,

用尖刀各戳一皮 口深达 折
,

也可用于四肢长管状小骨骨折的复位固定
。

笔者曾

骨膜
。

一助手固定锁骨
,

术者用摇钻 #+
(

24 4 钻头 & 在 试用于 + 例不稳定性掌骨骨折
,

取得满意疗效
。

锁骨两端各钻一与水平面成 ,%
。

夹角的小孔
,

不通过对 ∗( 本复位固定器在使用过程中
,

应注意固定针应

侧骨皮质
,

装上同方向带底板的固定针于锁骨上
,

连接 呈 , %% 的角度钻入锁骨
,

以免固定针滑脱
。

固定针不能

螺杆
,

固定好定位螺钉
,

调节螺杆外侧末端及固定针即 穿过锁骨对侧骨皮质
,

以免损伤锁骨下血管神经及穿

可使骨折复位固定
。

术毕消毒包扎
,

5 线摄片观察
,

如 破胸膜
。

骨折复位不满意及时调整
。

患肢屈肘 %% 颈腕悬吊于胸 ∀( 本复位固定器放置时间视骨痴生长情况决定
,

前
,

周换药 次
。

一般为 ∗ 一 , 周
。

结 果 #收稿
0

∀ 一 % ∋ 一 + . 修回
0

 一 % ∃一 % &

复位情况
0

纠正重叠 ∃∃ 例
,

解剖对位 ∋ 例
,

近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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