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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整复外固定治疗旋后外旋型三躁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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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从  ! !! 年采用手法整复外固定治疗旋后外旋型三

躁骨折 Τ 例
,

取得了满意效果
,

现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

本组 Τ 例
,

男  Υ 例
,

女  ς 例 Ο年龄 Ω 一 ΩΤ 岁
,

平均 Υ

岁
。

左侧 ∀! 例
,

右侧   例
。

按 肠&Η 。比&?∋
& 分型均为旋后

外旋型三躁骨折汇
‘Ξ

,

后躁骨折片均小于关节面的 ΨΥ
。

受伤

时间
Ζ

伤后  一 Ω ∃2

 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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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复 一般无须麻醉
,

患者仰卧
,

令助手握住躁上
,

术者

右手托住跟骨后侧向上提拉的同时
,

左手将胫骨远端向后推

移
,

以矫正距骨的向后移位
。

后躁可随之复位
。

再用右手握

住足背外侧
,

顺势徐徐略外翻牵引后向内横推距骨
,

再内收躁

关节
,

内翻前足
,

且持续保持躁关节于极度背伸内翻位
。

左手

拇指用摸法可感到内躁处有台阶感
,

即对其进行推挤
,

使
“

凸

者平
,

凹者复
”

直至内躁轮廓平整光滑
,

无明显骨擦感为止
。

内躁复位后
,

用右手拇指从前外侧
,

余四指从后侧推挤外躁
,

直至外躁轮廓平整光滑
,

无明显骨擦感为止
,

整复完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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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 助手持续保持躁关节极度背伸内翻位
,

术者先用

棉纸对躁部予以保护
,

然后用
“

Φ
”

型石膏固定跺关节
,

再用石

膏对足躁部进行
“

ς
”

字缠绕加强固定
。

约 周后
,

更换石膏

Χ因消肿可致石膏松动 [
。

按原法继续固定至 Τ 周
,

去石膏换

夹板中立位固定
,

同时进行拓屈
,

背伸及内翻的功能锻炼
,

第

Ω 周去夹板
,

加强功能锻炼
,

伤后两个月基本痊愈
。

从整复到

石膏干燥期间
,

要持续保持躁关节于极度背伸内翻位
。

∀ 治疗效果

∀
5

复位结果 Τ 例中 ∀ς 例解剖对位
,

Υ 例近于解剖对

位
,

无不愈合
。

次复位成功者 Υ 例
,

余者两次复位成功
。

∀
5

 功能评定 Τ 例全部获访
,

随访时间 一  个月
。

疗

效标准
Ζ

优
Ζ

背伸 ∴ !
。

踢屈 ∴ Υ!
’

Ο 良
Ζ

背伸 Τ
’

一 !! 拓屈 ∀!! 一

Υ!
’

Ο 可
Ζ

背伸 !
。

一 Τ2 肠屈  了一 ∀!! Ο差
Ζ

躁关节畸形
,

不能背伸
。

本组优 ∀ς 例
,

良  例
,

可  例
,

差 ! 例
,

优良率 ] ]
。

Υ 讨论
Υ

5

整复时的注意事项 矫正距骨的向后移位
,

作提拉手法

鞍山市铁东区骨伤病医院
,

辽宁 鞍山 Υ !!

时
,

不可单纯背伸躁关节
,

否则不但骨折无法复位
,

反可能使

距骨向后上方加大移位
。

矫正外翻移位时
,

徐徐顺势牵引是

为了避免韧带夹杂
,

正是所谓的
“

欲合先离
,

离而复合
”

内收时

横推距骨要有力
,

才能通过距骨把进人躁穴的内躁挤出躁穴
,

回到原来的位置
。

整复内外躁的同时要对骨断端周围推挤加

压
,

直到断端紧密吻合
,

以利于保持骨折的对位及骨断端的愈

合
。

并要求完全程度恢复排骨长度
,

不使外躁上移
,

否则可致

躁穴增宽⊥ Ξ
。

旋后外旋型三躁骨折
,

可合并下胫排联合分离
,

但一般分离程度较轻无须特殊复位
。

如分离程度较大
,

可用

双掌叩挤整复
。

Υ
5

 极度背伸内翻位固定的优点 保持极度背伸位固定是

因为距骨前宽后窄
,

背伸时距骨与躁穴最为紧密 ⊥∀Ξ
,

既可限制

距骨的侧方活动所造成的骨折的再移位
,

又可防止躁穴变窄

而影响躁关节背伸功能
。

背伸时
,

膝距后韧带及躁关节后侧

关节囊紧张
,

可使外躁和后躁处于弹性固定中
,

防止再移位
,

且使受损伤的前侧关节囊松驰
,

得以更好的修复
。

保持内翻

位固定
,

可使内躁与距骨关节面保持平滑
,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

使内躁骨断端有加压的作用
,

使内躁三角韧带松驰
,

内躁不易

移位
,

更易愈合
。

也可使胖跟韧带和外侧关节囊紧张
,

防止外

躁再移位
,

还可使断裂的距排前韧带及前内关节囊呈松驰状

态
,

利于修复
。

到第 Τ 周损伤的韧带软组织基本修复后
,

骨折

开始稳定
。

基于筋骨并重的理念
,

开始去石膏
、

换夹板
、

改中

立位固定运动以助恢复躁关节两侧肌肉韧带张力
,

恢复躁关

节活动的协调性闭
。

综上所述
,

这种治疗方法简便
、

实用
、

损伤小
、

疗效好
,

适

于临床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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