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上,不少医生对骨折的复位、固定与骨折愈合都

十分重视, 但对功能锻炼却相对关注较少,大量的临

床报道也多是在探讨复位、固定和骨折愈合, 探讨功

能锻炼的报道则显得不多。肱骨外科颈骨折与肩关

节的功能乃至整个上肢的功能息息相关, 肩关节这

个人体活动范围最大关节功能的恢复情况, 直接影

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 也影响到患者的工作,因此,

患者在渴望骨折早日愈合的同时, 更渴望患肢功能

的早日恢复。本法将骨折的复位、固定与功能锻炼

有机地融为同一过程[ 2] , 通过合理的功能锻炼,不仅

可以纠正骨折的残余移位, 起到促进骨折愈合等作

用,而更重要的是功能锻炼可以加速患肢功能的恢

复,使患者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与工作,这也是我们

治疗的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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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氏针固定治疗腓骨下段并内踝骨折移位 2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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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科自 1986- 2001 年,采用克氏针切开改良内固定治疗

腓骨下段合并内踝骨折移位 22 例, 通过随访和术后观察, 明

显降低了远近期并发症,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治疗效果, 现分析

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22 例中男16 例,女 6例;年龄 18~ 68 岁,平均52岁。

直接暴力伤 18 例, 高处坠下 4 例。横断骨折 11 例, 粉碎性骨

折 7例,斜形骨折 4例。开放性骨折 13 例,闭合性骨折 9 例。

2 手术方法

2 1 腓骨下段手术方法 以腓骨断端为中心,沿腓骨纵形切

口,显露骨折两断端, 清除嵌入组织, 在外踝最高点下 1 cm 处

作1 5 cm 长切口,用直径1 2 mm 克氏针, 斜向腓骨髓腔, 击入

克氏针,出远端髓腔后, 直视下复位,继续击入近端髓腔内,以

超过骨折线 5 cm 为宜, 把克氏针尾端留1 5 cm 长, 折回呈钩

形, 再将钩击入腓骨内。如为开放性骨折或粉碎性骨折时,则

首先彻底清创,修补缺损,将碎骨片复位, 用粗丝线捆绑固定。

2 2 内踝手术方法 以内踝最高点为中心, 纵行切开, 显露

骨折断面, 清除血肿及破碎骨屑, 用直径 1 2 mm 克氏针, 在

骨折片中心,向胫骨内顺行击入, 达 5 cm 以上后, 将克氏针折

回,在距末端 1 5 cm 处折成直角,把骨片充分复位, 再将克氏

针的直角钉在胫骨内。

3 治疗效果

参考疗效评定标准[沈志祥,张安祯. 骨伤科手册.北京: 中国

医药出版社, 1991, 233. ] 优: 骨折愈合, 患肢无缩短,对位对线

好,骨折成角 5 以内, 踝关节功能完全恢复正常; 良:骨折对位

对线尚好,骨折线模糊, 患肢缩短不足 1 cm,成角小于 10 , 踝

关节伸屈各差 5 以内; 差: 骨折畸形愈合, 患肢缩短 2 cm 以

上, 成角 10 以上,踝关节伸屈各差 10 以上。本组病例中除 2

例因外出打工未得到访外, 其余 20 例全获得随访, 优 15 例,

良 5 例, 无差病例。均在 4~ 6 个月后局麻下取针, 无远近期

并发症。术后即可进行踝关节功能锻炼, 2 周后下地负重锻

炼。

4 讨论

腓骨外端承受距骨压力的 1/ 5, 其短缩可引起应力改变,

引起创伤性关节炎。腓骨对胫骨负重起到补充作用, 有效适

应与配合踝关节运动。另外腓骨缩短可使踝上移, 踝穴增宽

扩大, 引起关节不稳及行走疼痛。因此,腓骨固定对负重及协

调踝关节运动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采用改良克氏针内固定,

将尾端埋于骨质内, 既增加其稳定性, 又避免尾端与组织磨

擦, 有利于术后功能锻炼, 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更有利于踝关

节功能的恢复。

近年来我科在处理腓骨骨折合并内踝骨折时, 通过临床

观察, 不管是闭合骨折还是开放性骨折,以切开或扩大创口用

改良式克氏针内固定,其优点是: ! 通过切口或扩大切口, 起

良好的减压作用, 有效地治疗和预防踝关节高压综合征; ∀ 应
用准确可靠的微动内固定和自身内外固定, 可使克氏针既不

能前进, 也不能后退,针尾钉在骨质内, 避免日后影响踝关节

功能锻炼; # 纠正成角畸形,恢复腓骨长度和骨膜的连续性,

克服关节内外负重不均的弊端; ∃克氏针不通过关节腔, 并且

远离关节面, 对踝关节功能锻炼不受影响, 使踝穴和关节面保

持平整, 减少损伤性关节炎的发生。术后不需要外固定, 早期

下地行走, 可使骨折两端承受一定的压力, 产生自身加压作

用, 促进骨痂形成。同时达到最小限度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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