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LLA)可吸收螺钉, 从随访结果看,疗效确切。髂前

上棘骨折不必选用力学强度很大的金属内固定材

料,病人免去二次手术之苦和医疗费用,易于接受。

4 2 预防误诊 髂前上棘撕脱骨折,一般在骨盆平

片或单髋正位片上均可诊断,但本组 3例青年患者,

骨折块撕脱距离大,甚至靠近髂前下棘处,由于临床

症状上髂前上棘骨折与髂前下棘骨折相似, 故易将

髂前上棘骨折误诊为髂前下棘骨折, 在手术中能得

到证实。此外, 也可作 CT 加以明确诊断。相对而

言,髂前下棘骨折较髂前上棘骨折发生率更小, 暴力

应更强大,在髂前上棘骨折发生后再肌肉强力收缩

撕脱。本组无两处骨折同时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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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避凝预防全髋置换术后深静脉血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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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髋置换术后静脉血栓发生率可达 40% ~

70% ,并有 2%可发生严重的肺栓塞
[ 1]
。为了解全髋

置换术后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及速避凝对深静脉血

栓的预防作用。1998年3月- 2000年9月对121例

全髋置换术后患者进行临床对照研究。

1 临床资料

采用随机双盲方法将患者分为用药组和未用药

组。两组术前均认真询问病史,并行血常规及肝肾功

能的检查,对于有肝素过敏史、胃十二指肠溃疡史、严

重肝肾疾患、严重高血压病、严重脑血管疾病以及血小

板计数低于正常值者,均排除在本研究之外。

1 1 未用药组 57例,男 25例,女 32例; 平均年龄

59 8岁。其中股骨颈骨折 36例, 股骨头缺血性坏死

13例,强直性脊柱炎伴髋关节强直 5例,髋关节骨性

关节炎 3例。

1 2 用药组 64例, 男 28例, 女 36 例; 平均年龄

59 6岁。其中股骨颈骨折 38例, 股骨头缺血性坏死

14例,强直性脊柱炎伴髋关节强直 6例,髋关节骨性

关节炎 6例。

2 治疗方法

2 1 手术方法 所有病例均由同一组骨科医生进

行手术,均采用连硬麻, 手术入路均行髋关节外侧入

路。两组患者手术方法及术后处理均相同, 均采用

非骨水泥固定, 均于术中及术后观察深静脉血栓和

肺栓塞的症状和体征,术后记录切口引流量。

2 2 用药方法 用药组均于术后 12 h 首次应用速

避凝(杭州赛诺菲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0 4 ml腹壁皮

下注射,按每 12 h执行,共 7 d。术后 3 d,每天查血

小板计数,并观察有无过敏反应及其它不良反应,未

用药组不给予速避凝注射。

2 3 多普勒超声扫描 所有病例均术后第 7天由

同一个有经验的超声医生进行双侧多普勒超声扫

描,只限于小腿的血栓称下肢远端血栓, 静脉以上

的深静脉血栓称下肢近端血栓, 远近端均累及为下

肢全静脉血栓。

2 4 统计学处理 对取得数据进行卡方( 2)检验。

3 结果

未用药组57例中27例发现静脉血栓形成,其中

术侧 23 例, 健侧 4 例, 深静脉血栓 ( DVT )发生率

47 3%。用药组 64例中 10例发现静脉血栓形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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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术侧 9例, 健侧 1例, DVT 发生率 15 6%。进一

步分析发现,未用药组27例中6例为下肢近端血栓,

18例为下肢远端血栓, 3例为下肢全静脉血栓, 未见

髂静脉血栓。用药组 10例中 9例为下肢远端血栓,

1例出现下肢全静脉血栓,无下肢近端血栓形成。两

组比较,用药组 DVT 发生率较之未用药组下降 67%

(P < 0 05)。多普勒超声扫描发现 37 例患者中

23例( 62 1% )出现右下肢肿胀疼痛, 其中 14例无明

显临床症状。两组患者中未出现症状性肺栓塞。未

用药组术后平均切口引流量 200 m l, 用药组 210 ml,

用药组未见速避凝过敏反应, 无皮下血肿及颅内出

血、眼内出血, 无注射部位血肿及皮肤坏死, 血小板

计数均在正常范围。

4 讨论

致命性肺栓塞是全髋置换术后最常见的致死原

因, DVT 可致慢性静脉功能不全、下肢肿胀, 甚至溃

疡。因此, 常规使用安全而有效的预防措施十分必

要。

临床上全髋置换术后预防深静脉血栓的措施主

要分为机械方式(早期活动,弹力袜, 足底静脉泵)和

药物方式 (阿斯匹林, 低分子右旋糖酐, 华法令, 肝

素)。许多随机临床试验证明阿斯匹林对深静脉血

栓无预防作用, 而对凝血酶原及血小板的抑制作用

可导致术后出血量增加。肝素和低分子右旋糖酐作

用是减少下肢血流淤滞, 增加血流速度, 但对近端

DVT 效果欠佳。华法令可降低深静脉血栓形成,但

需多次抽血检查凝血酶原时间并根据凝血酶原时间

调整用药剂量,不仅使用复杂,而且与其它药物有相

互作用
[ 2]
。

速避凝(低分子量肝素)是通过化学方法从普通

会素解聚而来,分子量小, 与完整分子的肝素药理作

用不同,相对减少抗凝血酶活性, 因而极少引起部分

凝血活酶时间延长, 每日皮下注射 2 次, 不需要监测

活性水平。国外报道, 速避凝引起主要出血与术后

12 h内给药有关。速避凝注射后 3~ 5 h 达到血药浓

度高峰,而术后 12 h 内大部分患者的凝血机制尚未

建立[ 3]。我院在用药组中均术后 12 h 首次注射,发

现两组出血发生率无明显差异。

通过对比观察速避凝预防全髋置换术后深静脉血

栓的临床效果,表明术后应用速避凝较未用药组深静

脉血栓发生率明显下降,尤其是近端 DVT 发生率下降

尤其显著,且无出血等并发症发生,证明了速避凝在预

防全髋置换术后深静脉血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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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及施! 同息通!临床应用学术研讨会有奖征文通知

 同息通!(曲安奈得注射液)为长效糖皮质激素,有强而持久的抗炎及抗过敏作用。适用于类风湿性关节炎、支气管哮喘、

过敏性鼻炎、肩周炎、腱鞘炎、滑囊炎、慢性腰腿痛及多种皮肤病、眼病和脑外伤。 好及施!贴剂是日本进口复方制剂,其中水杨

酸有良好的消炎作用,辣椒素和醋酸生育酚有促进人体血液循环之效,樟脑及薄荷醇能够缓解局部疼痛,适用于跌打扭伤、腰背

酸痛、肩周炎、冻疮等。温感对慢性痛症的缓解和治疗效果显著, 冷感对炎症初期尤为适宜。目前,在临床应用中得到广大医务

工作者的认可。为了更好地评价 同息通! 好及施!临床应用的经验,∀中国骨伤#杂志编辑部和广东省医药进出口公司珠海公

司联合举办 好及施! 同息通!临床应用学术研讨会征文的评奖活动, 以加强临床研究与交流。现将征文事宜通知如下。

1 征文内容:应用 同息通! 好及施!的临床经验总结及基础研究。

2 征文要求:4 000字以内全文及 500字左右摘要各一份,抄清或打印,姓名、单位及地址、邮政编码请务必写清楚。写作

规范参见∀中国骨伤#稿约(见每年第 1 期)规定。

3 征文评选方法: ∃ 评选标准:依据论文的设计水平、科学性、真实性等进行评审。% 所有征文由∀中国骨伤#杂志编辑部
组织专家对论文进行评审。& 凡入选论文编成论文集, 并邀请作者参加 好及施! 同息通!临床应用学术研讨会,参会者将由中

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授予继续教育学分。会议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4 征文截稿日期:2004年 10 月 30 日(以邮戳为准)。征文请寄 :北京东直门内南小街甲 16 号∀中国骨伤#杂志编辑部(邮

编: 100700) , 并在信封左下角注明 征文!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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