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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于 1987 年至 1997 年间共收治 Bar ton骨折 52 例,采

用手法整复后夹板外固定治疗,取得了满意效果,介绍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 52 例中男 30 例, 女 22 例; 年龄最大为 62 岁, 最小

22 岁,平均 44 岁;背侧劈裂型 38 例, 掌侧劈裂型 14 例, 均伴

有腕关节脱位。

2 治疗方法

2 1 整复 背侧劈裂型:助手握持前臂上段,术者两手紧握

患腕,双拇指用力按压于劈裂的骨块上, 其余各指放在前臂远

端掌侧, 用力作对抗牵引,同时屈曲腕关节, 此时可触及骨折

复位的骨擦感,如此即可整复骨折及脱位。掌侧劈裂型 :整复

时患者手掌朝上,助手握持前臂上段, 术者双拇指用力按压于

掌侧劈裂骨块,其余各指放于前臂背侧, 对抗牵引后背伸腕关

节,此时可触及骨块复位的骨擦感, 检查发现畸形消失, 表示

复位成功。

2 2 固定 复位后用夹板作超腕关节固定, 与劈裂骨块上放

置一棉垫。背侧劈裂型骨折, 腕关节固定于背伸 30 ,掌侧夹板

应超过腕关节,以限制腕关节掌屈活动, 并使患侧前臂保持于

旋前位,如此,腕关节背侧韧带最松弛, 可防止复位后的腕关节

再向背侧脱位。掌侧劈裂型骨折复位后固定于腕关节掌屈

30 ,背侧夹板应超过腕关节, 限制腕关节背伸活动,并使前臂

保持于旋后位,松弛腕关节掌侧韧带, 防止腕关节向掌侧脱位。

3 治疗结果

疗效标准: 优,患侧腕关节活动受限范围在 15 以内, X 线

检查骨折为解剖位置。良, 腕关节活动度受限在 15 ~ 30 , X

线片示骨折对位近解剖位置。尚可, 腕关节活动度较健侧差

31 ~ 45 , X 线片示桡骨下端关节面差一骨皮质。差, 各项指

标低于尚可者。本组 52 例, 临床愈合时间最短为 4 周,最长

为 7 周, 平均 5 2 周, 其中优 30 例, 良 16 例, 尚可 4 例, 差 2

例, 优良率为 90%。

4 讨论

Barton 骨折复位后, 通常采用的方法是, 背侧劈裂型复位

后用掌屈位固定, 而掌侧劈裂型复位后用背伸位固定[ 1] ,其实

这样是不妥当的, 当背侧劈裂型骨折复位后, 如果腕关节屈曲

位固定, 由于腕背侧韧带紧张, 而掌侧韧带松弛,使腕关节受

到一向背上方的牵引力, 容易发生再次脱位。同样掌侧劈裂

型骨折复位后如采用背伸位固定 ,由于腕关节背侧韧带松弛,

而掌侧韧带紧张, 腕关节受到一向掌上方向的牵引力, 易发生

再次脱位。背侧 Bar ton骨折复位后将腕关节背伸, 前臂旋前

位固定稳定性最大, 掌侧 Barton 骨折复位后将腕关节掌屈,

前臂旋后最为稳定, 加上夹板和棉垫的外固定作用, 能够保证

骨折复位后的稳定性, 疗效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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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治疗 9 例尾骨骨折,通过手法复位全部治愈。

1 临床资料

本组 9 例,男 1 例, 女 8 例, 年龄最大 54 岁, 最小 15 岁,

均为跌倒臀部着地所致。新鲜尾骨骨折 8 例,陈旧性尾骨骨

折 1例, 骨折移位 8 例,骨折并脱位 1例。9 例均有 X 线片提

示,正常骶尾椎生理弧线改变, 骶尾关节分离或成角。

2 治疗方法

患者术前排便, 膝胸卧位 ,充分暴露肛门。术者带手套,

涂少量石蜡油,立于患者左侧, 令其张口呼吸,全身放松 ,注意

松弛肛门周围肌肉,术者左手放手患者腰骶部, 右手食指缓缓

插入肛门内。如患者特别紧张, 待按摩肛门使其松弛后再插

入肛门。触摸骨折部位,一般有向内凸起感, 术者用食指指腹

顶在远端骨折处, 左手下压腰骶部,同时令患者俯卧, 在此过

程中, 术者常感有弹响感,即复位 ,随即将食指由肛门内抽出。

复位后疼痛不适症状随即减轻。8 例新鲜骨折均一次复位成

功, 1例陈旧性骨折两次复位成功。尾骨骨折复位后, 在局部

贴狗皮膏, 既有活血止痛作用,又起固定作用。本组病例均在

门诊治疗, 5 周左右痊愈, 随访 3 个月至 2 年, 没有留下任何

后遗症。

3 讨论

治疗尾骨骨折, 关键在于复位。肛门内手法复位治疗尾

骨骨折, 操作简便、易于掌握, 适合于门诊治疗, 施术中动作应

轻柔, 用力适度,切忌粗暴, 术后宜坐软垫, 一般不影响日常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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