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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作者在门诊发现 11 例未经治疗的足骨筋膜间室

综合征,遗留严重的足部畸形和功能障碍, 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病人 11 例, 男 9 例, 女 2 例。年龄 17~ 42 岁, 平均

31 岁。致伤原因:因高处跌落跟骨骨折引起的足筋膜间室综

合征 3例; 摩托车从足背碾压引起者 4 例;劳动时滚石、水泥

板及其他重物压砸伤者 4 例。伴有趾骨骨折的 5 例 ,伴有跟

骨骨折的 3 例,有皮肤破损的 6 例。

2 治疗方法

处理方法主要是对症治疗,有骨折的复位固定, 有伤口的

清创缝合,但所有的病人都未做筋膜间室的切开减压。病人

受伤初期共同的临床特点是受伤后足部肿胀迅速而且严重,

伴有持续性跳痛、刺痛, 疼痛的剧烈程度与病情难以相符。大

部分伤后半天后出现足趾苍白及足趾麻木。所有病人的足底

部出现过不同程度的瘀斑。晚期就诊时足骨筋膜间隔综合征

的后遗症表现为足部爪形畸形, 关节僵硬, 站立时疼痛、无力

及感觉障碍。所有病人均未接受功能重建手术, 丧失一定的

劳动力,不能胜任本职工作。

3 讨论

3 1 足骨筋膜间室综合征的诊断 从解剖结构来看足底的

结构较多,从浅层到深层来看, 皮下组织的深部有很厚的跖腱

膜,起自跟骨结节,止于跖趾关节部位;在深部的结构又可分

为五层:第一层是展肌、趾短屈肌、小趾展肌; 第二层有内、

外侧跖神经及血管;第三层是长屈肌、跖方肌、蚓状肌 ;第四

层为短屈肌、内收肌; 第五层为腓骨长肌肌腱、胫后肌腱、

骨间肌、足的骨骼和韧带。M ubarak[ 1]将足部分为四个骨筋

膜间隔: 内侧间隔室。含展肌和趾短屈肌;  外侧间隔
室。含小趾展肌; ! 中央室。含趾短屈肌、内收肌、长屈

肌腱、跖方肌; ∀骨间室。含有骨间跖侧肌、足的跖动脉弓及
趾神经。M yersons 等[ 2, 3]经染色研究后对中央间室提出了新

的见解,指出在跟部又可分为浅室和跟室。故足的现代概念

是一个多室结构。足部的挤压伤增加了组织的内压,由于足

部有多个密闭的骨筋膜间室,内压的增高, 导致微循环的障碍

及神经的损害,一旦间室压力超过 4kPa, 将导致不可弥补的

肌肉、神经坏死, 继发性纤维化,导致足部出现爪形趾、关节僵

直、功能丧失和残废。足部骨筋膜间室综合症多伴有跖骨、跗

骨、跟骨的骨折或伴有足跗关节的脱位和遭受有高能量的挤

压伤。通常损伤后足部高度肿胀 ,出现剧烈的疼痛、持续性的

跳痛和刺痛, 疼痛的程度剧烈, 与伤情不成比例,足趾苍白并

有麻木感。足部骨折后血肿及组织液聚集, 跖腱膜的阻挡常

在足底部形成瘀斑, 临床有此症提示有跟骨骨折。在临床检

查被动活动时可引起剧烈疼痛, 表示有肌肉的缺血, 在跖神经

的分布区可出现麻木感, 检查时要测定针刺感和两点辨别觉。

可观察甲床的反应, 必要时采用 Doppler 超声检查。采用组

织压测定的方法可以确定诊断, 常用的方法是穿刺测压法, 将

一个针头连在消毒的塑料管上,另一端接在 20 毫升的注射器

上, 并通过三通开关与水银血压计相连, 管内用无菌盐水, 针

头插入组织后注入少量盐水, 将塑料管与血压计表相连, 即可

测出其内压, 正常的组织内压为 1 1kPa, 如果压力超过 4kPa,

则提示有足筋膜间隔综合征。在足背的 2~ 3 趾间进针 1cm,

可测定骨间室压力。有条件者可采用压力传感器测量,可减

少病人的痛苦。M RI 对足骨筋膜间室综合征有一定的诊断

价值。

3 2 足骨筋膜间室综合征的治疗方法 足骨筋膜间室综合

征一旦诊断明确就应该立即做筋膜间室减压术。手术的途径

可选用足背途径或内侧途径。要根据损伤的部位及有无骨折

及脱位而定, 但必须将每个间室彻底减压才能得到满意的效

果。足背途径减压是在第二、三趾及第三、四趾之间做两条纵

行的切口, 可使骨间室及中央室减压,可以通过切口用弯血管

钳将各室进行减压。手术时应注意不要损伤浅静脉和神经,

并将伤口敞开, 5~ 7 天后做延期缝合。内侧途径减压术是在

足内侧面做一弧形切口, 沿内收肌和跖骨之间进入, 可用弯

血管钳通向中央间室减压。完成各筋膜间室切开减压后再进

行测压, 减压后延期缝合或二期游离植皮较安全。有移位的

跟骨骨折可在二期通过外侧切口进行内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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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密切关系。

( 4) 在治疗上, 我们主要采取制动, 嘱家长带好孩子, 限

制其下肢的活动;同时应用小儿容易接受的大力克糖浆及加

适量地塞米松口服,并配合中药桑柴醋熏法局部外洗或通痹

舒筋膏外敷[ 1] ,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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