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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前臂尺桡骨骨折稳定性差的问题, 运用机械铰接约

束原理和前臂旋转运动与上臂身体躯干之间的运动学关系,

我们设计制作了前臂防旋托板(专利号 9424191 3 原称前臂

尺桡骨骨折脱位辅助托板)。我院于 1987 年~ 1998 年应用

于前臂尺桡骨骨折的外固定 82 例, 疗效令人满意,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 1 一般资料 本组 82 例, 男 48 例, 女 34 例; 年龄 3~ 54

岁;均为闭合性尺桡骨双骨折, 其中横断形 45 例, 斜形 25 例

(包括螺旋形) ,粉碎性 12例, 其中 8 例伴上尺桡骨关节脱位,

均采用手法复位夹板外固定,曾有 5例未采用防旋托板 ,单纯

用夹板外固定, 2~ 4 天后发现骨折再度移位, 重新整复加用

防旋托板后一直稳定,骨折临床愈合时间最短 25 天,最长 40

天,平均 32 天。

1 2 前臂防旋托板的构造 该装置采用铰接轴约束原理,以

上臂为约束参照体,将前臂肘关节、腕关节的屈、伸活动放开,

通过手腕部 U 形卡、轴柄、前臂托板后部与上臂内外侧板铰

接,将前臂旋转活动完全约束控制。

2 治疗方法

骨折对合整复作小夹板固定后或手术切开内固定完毕

后,先将前臂置入前臂托板上和 U 形卡中, 系好前臂托上护

套,调节好轴柄和圆弧槽接合位置, 达轴柄相对上臂旋转的最

佳角度, 拧紧圆弧槽中锁止螺栓、手握轴柄, 打开上臂板前面

环形板,将上臂放入夹板之间扣上前面环形板, 将上臂夹板上

的系带与人体系牢即可。

3 治疗结果

本组 82 例均无腕、肘部原发性屈、伸功能障碍, 从外固定

开始至外固定结束无一例发生肘、腕关节屈、伸功能障碍, 在

外固定过程中无论自主还是被动屈、伸肘、腕关节都无疼痛或

异常活动, 其中对 10 例作了 X 线透视下屈、伸肘、腕关节活

动的观察,未见骨折部位有任何活动。本组病例在固定期间

定期复查无一例发生骨折再次移位。在达到临床愈合刚解除

外固定后,本组病例与未用防旋托板外固定组一样都有不同

程度之前臂旋转动功能障碍, 本组有 43 例获得 1~ 6 个月随

访, 与健侧前臂旋转功能对比,以旋转角度减少10 之内为优,

减少 10 ~ 25 为良, 25 ~ 35 为中, 35 以上为差。随访组中 30

例为优, 11 例为良, 1 例为中, 1 例为差, 此差的一例后期发生

了上尺桡关节附近的骨化性肌炎,优良率为 95%。

4 讨论

由于上臂内外侧板与前臂托板在肘部与肘关节同轴铰

接, 前臂托板通过 U 形卡、护套与前臂合为一体,构成一个完

整的约束体系, 肘、腕部的屈、伸活动则由于铰接轴的特性仍

可照常进行。由于前臂旋转活动被可靠控制, 肩部活动决无

牵连前臂骨折之忧。

前臂尺桡骨骨折脱位是一种很不稳定的骨关节创伤。闭

合复位有一定难度, 而整复后外固定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以及

动静结合治疗原则的贯彻一直是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骨间

膜牵拉, 前臂旋转肌的牵张,重力的影响,前臂的旋转活动等

因素常使已整复满意的骨折脱位再度移位。在治疗中一方面

要鼓励患者进行屈、伸腕、肘关节以提供必要的生理性纵向压

应力刺激, 避免上下关节挛缩,另一方面又要完全限制前臂的

旋转活动以避免骨折部承受剪力破坏骨折的对位对线状态,

上述两方面的要求无论是石膏固定还是夹板固定都不可能同

时满足。石膏外固定完全超越了肘、腕关节, 也消除了有利于

骨愈合的肘、腕屈伸活动;小夹板外固定则全部放开了旋转前

臂活动和肘、腕关节的屈、伸活动。传统的简单托板则要求患

者主观意识控制手握轴柄拳心向上不能旋动前臂, 然而在休

息睡眠中和在屈、伸肘、腕活动中仍难以保持前臂旋转方向上

的可靠控制, 尤其在年幼患者更难保障,因而可以说小夹板固

定在放开肘、腕关节屈、伸活动的同时对前臂旋转没有实质性

控制, 穿针支架外固定器因需持久地穿针进入骨组织, 操作难

度大、易感染、患者痛苦大, 其防旋可靠性仍显不足, 通过对前

臂旋转运动与身体躯干之间的机械运动学研究和多年反复试

验, 笔者对前臂外固定方案进行了全新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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