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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交通事故及高处坠落伤等所致的旋转

及垂直不稳定型的骨盆骨折患者不断增多。患者伤

情危急, 合并严重的并发症,常危及伤者生命, 其死

亡率为5% ~ 20%,而开放性骨盆骨折可高达 30% ~

50% ,重度骨盆骨折仍是一个尚未圆满解决的问

题[ 1]。尤其是骨盆粉碎性骨折并骶髂关节脱位的治

疗非常困难,我院创伤骨科在 1994年 4月- 2002年

3月,共收治 21例,现总结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 21例, 男17例,女 4例; 年龄 21~ 67岁,平

均 35岁。创伤病因: 汽车祸伤 16例,高处坠落伤 4

例,渔船重物砸伤 1例。骨盆骨折按 T ile[ 2]分类: C1

型13例, C2型 8例。合并重度出血性、创伤性休克

15例。其中合并脾破裂伤 2例, 膀胱破裂伤 1例, 合

并严重开放性粉碎性双侧股骨上段骨折, 右股动、静

脉断裂及肢体大面积软组织脱套伤 1例, 合并脂肪

栓塞、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 1 例,合并右上、下肢多

段骨折1例, 合并左小腿开放粉碎性骨折1例。受伤

后送到本院治疗时间: 2~ 24 h, 平均 5 h。合并术后

伤口感染 1例。

2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行创伤早期的紧急输血补液治疗,

快速补充血容量, 输血量 900~ 2 500 ml,平均 1 200

ml。其中 6例急送手术室,进行抢救性的手术治疗,

行剖腹探查、脾切除术 2例,膀胱修补、造瘘术 1 例,

行股动、静脉结扎, 清创止血 1例, 行肢体多段骨折

清创、钢板内固定术及植皮术 2 例。20 例病人行同

侧股骨髁上骨牵引术+ 托马氏架外固定术。牵引重

量为体重的1/ 6~ 1/ 7,一般为 8~ 15 kg。牵引时间 8

~ 12周。其中 2例在电视 X线机透视下用克氏针行

骶髂关节撬拨复位术。住院期间拍 X 线片复查:骨

盆骨折及骶髂关节脱位复位良好。

3 治疗效果

根据 Matta 等[ 3]评定标准, 对牵引术后骨盆 X

线片测量,测量术后骨盆分离移位的最大距离: 优

< 4 mm, 良 4 ~ 10 mm, 可 10 ~ 20 mm, 差 > 20

mm。本组优 13 例, 良 6 例, 可 1 例, 优良率达

95%。对下肢短缩的测量采用 Matta 测量法, 在正

位骨盆平片上测量, 从垂直于骶骨长轴线的横线到

两侧股骨头上缘高度的差距[ 4]。牵引术前平均缩

短 20~ 40 mm , 牵引术后测量短缩 0 ~ 10 mm, 平

均 5 mm, 骨折愈合时间 8~ 12 周。随访 20例, 随

访时间 6 个月~ 7 年。平均 12 个月。随访结果:

骨折愈合良好, 步态正常。其中 3例后遗骶髂关节

疼痛。骶髂关节复位的评定标准[ 5] : 优, 治疗后疼

痛消失,活动正常; 良, 骶髂关节部有不适感, 无叩

痛及放射痛,活动正常;差, 治疗后疼痛不缓解或短

期反复发作。本组优 17 例, 良 2例,差 1例。本组

死亡 1例,该例患者由于汽车辗压伤致骨盆开放性

粉碎性骨折并骶髂关节脱位,双侧股骨上段开放性

粉碎性骨折,右股动、静脉断裂伤,经急送手术室抢

救无效死亡。

4 讨论

4 1 重度骨盆骨折的早期救治 严重粉碎性骨盆

骨折出血量多, 均伴有重度失血性休克, 既往大多

数患者由于来不及送到医院就因失血过多死亡。

不稳定性骨盆骨折引发大出血和严重休克是伤后

早期致死原因[ 1]。本组 15例患者送到医院时出现

严重的创伤性出血性休克。所以, 抢救性治疗是迅

速建立静脉通道, 双管补液, 快速静脉滴入平衡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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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0 ml及大量输血, 迅速扩充血容量, 静脉点滴

止血剂, 达到抢救生命的目的。对于开放性骨盆骨

折合并股动脉损伤患者, 在急诊救治时, 骨盆骨折

的开放伤口应用纱布敷料填塞及加压包扎, 合并股

动脉断裂时, 用动脉夹钳夹止血,备足血源, 急送手

术室, 紧急清创止血, 用显微外科技术吻合股动脉

断端, 早期修复股动脉。本组 1 例病人由于伤情严

重, 出血过多,受伤后送医院途中耽误了抢救时间,

送到医院时血压为 0, 急送手术室抢救无效而死

亡。

4 2 剖腹探查适应证 骨盆各骨主要为松质骨, 盆

壁肌肉多, 邻近又有许多动脉和静脉丛,骨盆骨折可

引起大出血,致后腹膜血肿。患者常有休克, 并有腹

胀、腹痛及腹肌紧张等腹膜激惹征。有时与同时合

并腹内脏破裂伤很难鉴别。诊断困难时,在严密观

察期间, 出现如下表现时, 应及时剖腹探查: ∀ 腹痛

逐渐加重或范围扩大, 腹胀明显, 肠鸣音消失; # 腹

部出现固定性压痛、反跳痛和腹肌紧张; ∃ 全身情况
有恶化趋势, 出现口渴、烦燥、脉率转速、体温上升、

贫血逐渐加重、血压下降趋势; %X 线透视发现膈下

游离气体; &腹腔诊断性穿刺,吸出气体、不凝的血

液或胃肠道内容、胆汁等; ∋CT 及 B超确诊。本组 3

例患者在密切监测中病情恶化, 经及时剖腹探查, 其

中2 例行脾切除术, 1例行膀胱修补、造瘘术, 均治

愈。

4 3 并发症的治疗 重度骨盆骨折系高能量外力

所致, 易引发脂肪栓塞综合征、凝血障碍、全身炎

症反应综合征、感染、器官功能不全综合征、血栓

栓塞症等并发症
[ 1]
, 危及伤者生命。本组 1 例患

者在渔船工作时, 被重物砸伤致骨盆粉碎性骨折、

左骶骼关节脱位, 右股骨上段粉碎性骨折, 入院后

即行双侧股骨髁上骨牵引术。外伤后第四天, 突

然出现呼吸急促, 46 次/分, T 39 ( ,胸前区可见点

状出血点, 双肺可闻及湿罗音, 进行性低氧血症由

PO2 13 6 kPa 逐渐降到 PO2 6 1 kPa, 血氧饱和度

由 96%降至 85% , 血及尿中均可见脂肪球, 血沉

110 mm/ h, Hb 76 g/ mm
3
, 诊断为: ∀ 骨盆粉碎性

骨折、左骶髂关节脱位; # 右股骨上段粉碎性骨

折; ∃ 合并脂肪栓塞综合征。经用高流量吸 O2 ,大

剂量氢化可的松、静脉滴注低分子右旋糖酐, 20%

白蛋白等综合治疗, 取得良好的疗效, 2 周后症状

缓解, 患者逐渐恢复正常, 住院 2 个多月, 患者痊

愈出院。

4 4 骨盆骨折治疗方法的选择 骨盆骨折并骶髂

关节脱位,是属于 C 型骨折, 旋转和垂直都不稳定。

B 型的手术固定率为 28 9% ~ 37 6%, C 型为

46 7% ~ 74 1% [ 1] , 不稳定型骨盆骨折手术复位和

内固定手术是一种创伤大、技术要求高的治疗手段,

仍有待不断改进及完善。旋转不稳型骨折, 多主张

非手术治疗[ 6]。所以, 传统的股骨髁上骨牵引及托

马氏架外固定术, 在基层医院仍不失为一种治疗不

稳定性骨盆骨折有效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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