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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全髓关节术后脱位的预防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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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硫关节脱位是人工全舰置换术 ΧΔ < Ε Φ后严重的并

发症
,

如处理不善
,

常会引起严重的下肢功能障碍
,

导致关节

手术失败
。

ΓΗ ΗΙ 一 ϑ // Γ 年
,

我院共行 Δ < Ε 手术 ΙΚ 例
,

其中

术后发生脱位有 ∃ 例
,

加上外院转人 Λ 例
,

共 Γ 例
,

现报告

如下
。

Γ 资料与方法
Γ

Μ

Γ 一般资料 本组共 Γ 例
,

男 例
,

女 Η 例 ?年龄 Λ 一 Ν

岁
。

术前诊断为股骨颈骨折 例
,

其中陈旧性股骨颈骨折 Κ

例
,

合并股骨头坏死 Γ 例 ? 非外伤性股骨头缺血性坏死 例
,

其中合并碗臼发良不良者 Λ 例 ? 强直性脊柱炎 Κ 例 ? 类风湿性

关节炎 Γ 例
。

脱位类型
Ο
ΓΚ 例为后脱位

,

ϑ 例为半脱位
,

Γ 例为金属杯

与聚乙烯帽的脱离
。

Γ
Μ

ϑ 引发术后脱位的原因 Κ 例出现在术后搬离手术床时

发生 ? Γ/ 例为术后 ϑ 一 Ι 周内发生
,

其中 ϑ 例是在行 Π!Θ 功

能锻炼时发生
,

Ν 例为患者自己活动时婉关节屈曲内翻内旋

后引起的 ?Κ 例为再次外伤后引起
,

其中发生于术后 Γ 年的 Γ

例
,

术后 Κ 年以上的 ϑ 例
。

Γ
Μ

Κ 治疗 Γ 例患者中采用手法复位
,

外展皮牵引的 Η 例
,

切开复位后维持牵引 ϑ 例
,

行翻修手术的 Λ 例
,

其中全部假体

翻修手术 ϑ 例
,

单纯置换舰臼侧 Κ 例
。

ϑ 结果

术后经 Ν 个月至 Λ年的随访
,

其中 ΓΙ 例未再发生脱位
,

Γ

例患者由于长期类风湿性关节炎造成臀中肌无力
,

反复出现

脱位
,

后由于身体原因无法手术而放弃治疗
,

Γ 例患者采用牵

引治疗后出院由于坐便盆时再次出现脱位
,

人院行翻修手术
,

术后 Κ 年随访未再出现脱位
。

Κ 讨论

Κ
Μ

Γ 全妓关节术后脱位原因 全髓关节术后脱位是全砚关

节置换手术第二大并 发症
,

文献报告 脱位率为 /
Μ

Λ Ρ 一

Γϑ Ρ Σ‘〕
,

本组发生率为 Κ
Μ

Ρ
。

目前认为全镜关节术后脱位

是由多种原因综合作用引起
,

包括手术切口
、

妓臼假体位置不

当
、

关节周围软组织平衡失调
、

反复多次硫部手术史
、

术后过

早不适当的功能活动等
,

但总体来说
,

假体位置不良和关节周

围肌肉力量弱是导致术后关节脱位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

广东省中医院骨一科
,

广东 广州 Λ Γ / Γϑ/

在关节术后脱位中
,

早期脱位与艘臼杯位置不良有着密

切关系
。

研究表明艘臼安全位置为前倾角 巧
。

土 Γ/
’

和外展角

Ι/
·
士Γ/

· ,

在块俪仙#Τ 等ΣϑΥ 的资料中
,

在安全角度范围内发

生的不稳定率为 Γ
Μ

Λ Ρ
,

而魏臼角度超出这一范围则有平均
Ρ的发病率

。

复习本组 Γ 例术后 ς 线片
,

有 Γ/ 例患者 ς

线片显示确臼侧假体位置不良
,

确臼外展角均在 Λ Λ/ 以上
,

成

为本组脱位病例中的主要原因
,

这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Ο
虽

然目前国内外的关节假体公司基本都拥有配套的手术器械用

于术中定位
,

但对于碗臼杯的定位仍存在着不足
,

受手术体

位
、

手术者经验
、

患者硫臼本身情况等的限制
,

术中造成定位

的失误
。

受髓关节本身疾病的限制
,

本组脱位病例中
,

有  

例合并有髓臼发育不良
,

占全部脱位病例的 !∀ # ,

髓臼发育

不良的病例除魏臼本身变浅
,

前倾角消失外
,

常合并其他混合

性畸形
,

如妓臼周围大量骨赘形成
、

假臼形成
、

股骨头变形等
,

使术中定位非常困难
。

∃ 部分病例由于镜臼侧严重的创伤性

关节炎
,

局部骨质硬化
,

舰臼打磨过程中常将碗臼磨得过深
,

安装假体后颈偏心距增大
,

容易引起关节脱位
。

关节周围软组织松弛也是导致术后关节脱位的原 因之

一工% 厅 等&!∋ 认为外展肌无力是脱位硫关节的主要特点
,

并

建议术前对患者行硫部肌力强度的临床评定
。

本组病例中
,

有 ( 例风湿类疾病的患者
,

由于长期卧床
,

行走能力差
,

魏关

节周围肌肉明显萎缩松弛
,

在关节置换手术后行 )∗+ 功能

锻炼时出现关节脱位
,

其中,例为反复脱位
, − 例经翻修术更

改股骨假体颈长并制动 . 周后未有复发
,

另 − 例由于患者体

质太差而放弃治疗
。

!
/

, 全舰关节术后脱位的预防 在确关节假体置换手术中
,

无论采用生物学固定还是骨水泥固定
,

积极的预防是减少术

后关节脱位的关键
,

术前应对患者进行详细的检查
,

尤其是砚

部肌肉的检查
,

对于肌肉萎缩的患者应在术前进行合理的功

能训练及行走练习
,

特别是上下楼和起床等动作 0 术中除要求

有牢固的体位外
,

良好的定位是手术成功的关键
,

术中显露确

臼应充分
,

先用硫臼凿凿去底部骨赘
,

直到显露卵圆窝脂肪组

织及触摸到髓臼切迹后
,

再用硫臼磨磨锯依次扩大
,

以保证髓

臼假体置人的中心化
。

术后应置患肢于外展中立位
,

在术中

. 周内避免屈婉超过 1 2’
,

术前若发现臀中肌无力应在术中选

用防脱位臼杯
,

预防脱位
,

此外术中应选择合适颈长的股骨

头
,

保持肢体等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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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 全镜关节术后脱位的治疗 人工镜关节脱位一经确诊
,

应立即进行复位并制动
。

伽
# ∃ %≅ .Ι 〕的研究表明放置错误的

臼杯可以通过制动 周
,

使徽关节囊及周围软组织愈合而达

到稳定
,

但是术后 Λ 一 Γ/ 年仍有 /
Μ

Ι Ρ 的脱位率
。

9的口等川

认为
,

任何原因的脱位在早期均可以通过闭合复位达到治疗

目的
,

但是
,

为了减少脱位的复发率
,

治疗前需要详细研究脱

位的原因
。

对于大多数脱位的患者采用保守治疗
,

牵引或支

架固定 周均可达到良好的效果
,

但对于臼杯放置不良
、

关节

明显不稳
、

术后反复出现脱位的患者应尽早手术纠正
。

李强

等ΣΛΥ 认为由于软组织失衡引起的脱位 Ν/ Ρ 需要手术治疗
。

本组病例中大多数通过手法复位后外展牵引 周
,

经随访关

节功能良好
。

对于闭合复位后反复脱位
,

舰臼假体位置严重

不良
,

或是假体出现松动应考虑手术治疗
,

术前应充分确定脱

位的原因及方向
,

对于艘臼方位异常
,

应更换舰臼或是使用防

脱位内衬
,

对于软组织松弛 的患者应调整颈长
,

调节关节张

力
,

并紧缩缝合关节囊
,

术后仍应维持外展牵引 Ι一 周
。

本组有 Γ 例为金属杯与聚乙烯帽脱离
,

此例假体为 ϑ/ 世

纪 Η/ 年代中期进口全硫关节
,

可能与该型人工假体聚乙烯帽

仅通过扣锁点与金属杯连接有关
,

本例由于该假体公司退出

中国市场而改行其他公司产品进行翻修术
,

术后患者关节功

能恢复良好
。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全舰关节术后脱位主要是于假体安

装位置不当及周围软组织失衡有关
,

围手术过程中积极的预

防是减少术后脱位发生率最根本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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