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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伤中四肢骨折早期处理
Early operation on the limbs fracture in multiple tra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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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2000 年 10月我科收治多发性损伤有四

肢骨折 102例, 早期作内固定的有 45 例, 现对其中

45例诊治过程进行回顾性分析, 以期探讨多发伤中

四肢骨折早期内固定的必要性。

1 临床资料

本组 45例,其中男 30例, 女 15 例, 年龄 7~ 70

岁,平均37 5岁。受伤原因:交通伤22例,高处坠落

伤13例,压砸伤 5例,机器伤 5例。按肢体大骨折计

算,胫腓骨骨折 28例,股骨骨折 13 例, 尺桡骨骨折

20例,肱骨骨折 7例;开放性骨折 20例。合并伤: 合

并颅脑损伤 25例, 胸部损伤 17例,腹部脏器损伤 6

例,血管神经损伤 21例, 并发休克 20例。

2 治疗方法

在 45例多发性四肢骨折损伤中,合并颅脑损伤

有 25例, 内固定与脑部手术同时进行有 9例, 其余

16例为单独骨折内固定术, 手术时间在 6~ 72 h 内 5

例, 3~ 5 d内进行 11例; 合并创伤性休克 20例首先

进行抢救休克, 在休克基本纠正后进行骨折内固定

或彻底清创内固定或外固定支架固定; 对闭合性骨

折争取 48 h以内进行内固定手术; 对腹部脏器损伤

6例病人, 在腹部脏器手术后即进行清创、内固定。

术后在不影响生命体征变化的基础上行患肢功能锻

炼。

3 治疗结果

术后死亡 2例, 均死于脑疝。其余术后所有病

人无并发脂肪栓塞及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 ARDS)。

有 10例并发伤口坏死感染,均为开发性骨折, 其中

∀型 1例, #A 型 2例, #B 型 4例, #C型 3例, 其中

2例钢板外露予拆除改外固定支架, 经中药拔毒生肌

膏伤口换药处理及后期植皮,伤口愈合,无并发骨髓

炎。术后骨折均解剖复位或接近解剖复位,随访 6~

36个月, 无钢板断裂及髓内钉断钉, 功能受限 6例

(包括 3例骨折迟缓愈合) ,其余病人早期恢复良好。

4 讨论

多发伤最常见损伤为骨折和颅脑损伤, 其次为

胸腹伤。只要病情允许,早期进行骨折内固定[ 1] ,不

仅避免多发伤治疗中经常存在的矛盾, 而且具有以

下的优点: ∃ 有利于防止重要并发症及器官衰竭发

生,提高疗效,降低创伤反应的应激性。 % 脑外伤患
者常有昏迷、烦躁、甚至有肢体痉挛、非手术疗法难

以维持骨折端对位对线, 往往产生不能接受的畸形

连接,需后期重新手术复位固定, 以致影响功能恢

复。& 早期手术不仅迅速和完全恢复局部损伤, 而

且血肿尚未机化, 骨折易复位,骨折块发生失活的可

能性较小,有利于骨折愈合。

早期手术目的是解剖复位、坚强内固定及早期

功能锻炼。据我们的经验, 股骨干骨折或胫腓骨骨

折尽量用梅花髓内钉或带锁髓内钉。开放性骨折用

外固定支架, 肱骨及尺桡骨骨折尽量用钢板内固定,

骨折的复位可采用小切口,尽量减少手术创伤, 缩短

手术时间,这要求施术人员必须熟练掌握内固定技

术条件,缺乏经验或技术上不熟练, 有可能给病员造

成灾难性后果。所以早期内固定条件: ∃ 必须危及
生命的创伤已处理, 生命体征稳定或相对稳定的基

础上,抢在全身并发症出现以前施手术。 %低氧血,

代谢酸中毒已纠正。& 预计手术输血不超过 10 U。

∋如已存ARDS,更应积极考虑手术治疗。

在多发伤早期处理中必须注意: ∃ 急救早期快
速客观检查患者全身状况,作出诊断;确定多发伤中

最先处理的伤情, 抢救生命为主, 同时快速评价患者

能否承受早期手术稳定骨折。 % 骨科医师必须有熟

练的内固定技术, 争取短时间完成手术,但对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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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骨折、部位较深(如髋臼骨折)手术切开复位出

血较多、时间较长, 要慎重早期手术。 & 严重创伤

ISS 评分> 40分, 或有严重并发症(如糖尿病, 严重

凝血障碍等)要慎重手术。∋对于多发伤中并有严
重开放性骨折如 #B、#C 型, 尽量用外固定支架固

定;对创面的闭合, 视伤情而定, 可一期闭合或延期

闭合;对肢体毁损性损伤且全身情况较差的最好尽

快作截肢保命手术。 (术后注意患肢的康复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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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国特色疗法培训班:长年举办颈肩腰腿痛特色疗法班,主要讲授: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骨性关节炎、腰

3 横突综合征、梨状肌综合征、肩周炎、跟痛症等 40 多种常见病及疑难病。集中传授和示教针刀、水针刀、长圆针、手法、骶管疗

法、止痛特效疗法等, 采用课堂讲解与现场病例实际治疗相结合的方法。本期不会, 下期免费再学。本方法具有简、便、廉的优

点,适用于外科、骨伤科、针推科、康复科。报到及学习时间: 3 月 3 日- 13 日 6 月 2 日- 12 日 8 月 11 日- 21 日 11 月 12

日- 22 日

2 继承名老中医经验高级中医进修班:该班重点讲授中医大内科(心、肝、脾、肺、肾)、妇、儿科临床经验应用及诊治。中医

临证思维,肾病证治专论、脾肾病证治、肝病的证治、调经与不孕症及名老中医临证经验谈。该班师资均系国内德高望重、有丰

富临床经验的著名中医药专家。报到及学习时间: 3月 17日- 19 日 6 月 14 日- 26 日 8 月 25 日- 9 月 6 日 11 月 17 日-

29 日

3 心脑血管病专题提高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占临床 90%以上, 它占人类死亡率的第二位,

为了使各级临床大夫能更好地提高临床诊断与治疗技术, 本中心特邀请承担国家级心脑血管研究的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

望京医院、中医药大学等专家讲授急性脑血管病、急性心梗、冠心病、心绞痛、心衰、高血压急症的中西医救治, 中西医结合对呼

吸衰竭的诊断与治疗等及相关学术进展状况。报到及学习时间: 3月 31 日- 4月 6日 9 月 8 日- 15日 12 月 1日- 8 日

4 高级中医肛肠病诊疗技术进修班:该班特邀请首都各大医院的肛肠科主任主讲, 集专家、教授多年临床经验和研究成

果,给你传授肛肠科最新技术和进展。此班层次高、内容丰富,以解决临床难题为目的, 是你与专家面对面研讨的最好良机, 是

你提高专业水平的最好选择。报到及学习时间: 3 月 17 日- 27 日 5 月 19 日- 29 日 9 月 8 日- 18 日 11 月 3 日- 13日

5 中西医结合外科皮肤病、性病诊疗经验进修班:该班由我院广安门医院、北京中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皮外科专家重点讲

授中医中药、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病性病的诊断治疗经验。报到及学习时间: 4 月 14日- 20 日 10 月 22 日- 28日

6 中医美容减肥培训班:该班重点讲授运用中医、中药、针灸疗法治疗面部皮肤病、痤疮、黄褐斑、色素沉着、美白、祛皱及

中医平衡(减肥)等。报到及学习时间: 4 月 7 日- 13 日 9 月 22 日- 28日 11 月 17 日- 23日

7 高级针灸临床经验应用进修班:该班重点介绍名老针灸专家的临证心得, 特殊针法、子午流注临证应用、烧山火、透天

凉、平衡针灸、郭氏临证有效点应用等。报到及学习时间: 4 月 14 日- 26 日 10 月 9 日- 21 日

8 高级推拿按摩进修班:该班由国内著名骨科、推拿专家介绍颈肩腰腿痛推拿按摩的诊断治疗经验, 及讲授儿科疾病的推

拿治疗的专题。报到及学习时间, 5 月 12日- 24 日 10 月 22 日- 11月 3日

9 男科疾病及男性不育症:该班由国内的知名专家讲授前列腺炎、前列增生、男性不育症、性传染疾病、阳痿、阳强、遗精疾

病等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报到及学习时间: 5 月 26 日- 6 月 1 日 11月 5日- 11 日

10 中医外用药物制剂班:该班重点讲授中药外用药物制剂的制作方法和使用。主要剂型有散剂、水粉剂、油剂、酊剂、膏

药剂、乳剂、糊剂(软膏)等。报到学习时间: 4 月 21 日- 24日 6 月 23 日- 26 日 9 月 16 日- 19 日 10 月 28 日- 31 日 11

月 25 日- 28 日

11 中医针灸专业英语培训班:重点用英文串讲)中国针灸学∗突出临床特点,扫清语言障碍。报到及学习时间: 5 月 26 日

- 6月 21 日 11 月 17日- 12 月 12 日

以上 10~ 12 天班的学费为 1 200 元, 6~ 7天班的学费为800 元, 3~ 4 天班学费为 500 元,报名费为 10 元, 第一天为报到时

间,报到时带身份证及 2 张 2 寸照片, 学习结束后颁发中国中医研究院培训中心加钢印的结业证书及继续教育学分证明。(请

认准正规学术单位, 谨防误导 )通讯地址:北京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中国中医研究院培训中心,联系人:狄福金 张继红, 邮

编:100700,电话: 010 64062096, 010 64028399, 010 64014411 3174、3179, 传真:010 64062096 E mail: training@ btamail. net .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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