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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股骨颈骨折三种治疗方法的研究进展
Study progress of three methods for the treatment of femoral neck fracture in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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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颈骨折后的不愈合和股骨头坏死是非常棘手的问

题。通常用的手术治疗方式有闭合复位空心加压螺纹钉内固

定、半髋关节置换、人工全髋关节置换( THA)三种, 股骨颈骨

折的治疗因为其术后较多的并发症而使得选择一种最佳的治

疗方式非常困难。骨折是否移位、患者的年龄、合并疾病、神

志状况(依从性)、骨骼质量、骨折类型、复位情况以及患者的

期望程度等都会不同程度的影响治疗方式的选择。

1 闭合复位空心加压螺纹钉内固定

目前最通用的是 AO 学会研制的空心加压螺纹钉固定,

一般用 2根以上,治疗效果良好。手术时间越早越好, 不应超

过 48 h。Garden 分型虽然是文献中最常用的分类方法, 但在

随访中的作用却有限; 将 Garden  型和 !型合为无移位型、
Garden ∀型和#型为移位型比较合理, 这也是在最近的文献

中最常见的分类方法
[ 1]
。有较多文献将股骨颈骨折称之为股

骨近端关节囊内骨折( intracapsular fractures of the proximal fe

mur )或关节囊内髋部骨折( intracapsular hip fractures)。

van Dortmont等[ 2]认为对有认知障碍的病人应该行内固

定治疗, 只有当内固定不满意时再考虑 THA 手术。Eisler

等[ 3]随访 70例用内固定治疗的老年人无移位的股骨颈骨折

半年,死亡率为 5 7%。病人的年龄和肺部疾病影响骨折愈

合的速度,但不会影响愈合后的功能。性别、手术时间、失血

量、麻醉方式都不是影响因素。

Parker等[ 4]总结了 455 例 70 岁以上老年人的有移位的

股骨颈骨折,随机分为内固定组和半髋关节置换组, 两组患者

术前的一般状况相近。内固定组的麻醉时间较短 (分别为

36 min和 57 min) , 失血量少(分别为 28 ml和 177 ml)。术后

1 年内的死亡率相似(分别为 26 99%和 27 51% ) , 但活动量

少的内固定术后病人的生存时间似乎要长。内固定组的再次

手术率非常高, 90 例病人共有 111 次的翻修手术, 而人工关

节组只有 12 例病人 15次手术。两组患者术后 3 年内的疼痛

程度、并发症无明显差别, 内固定组的肢体短缩比较大(分别

为 7 0 mm 和 3 6 mm)。作者认为对于老年人有移位的股骨

颈骨折, 应该把股骨头置换术作为首选,内固定创伤较少, 适

合于身体状况很差的老年人。

Loken 等[ 5]比较了螺钉及螺纹直径均为 6 5 mm 与螺钉

4 5 mm 和螺纹 7 3 mm 的两种内固定物的差别,发现前者的

失败率较低 (分别为 8%和 16% ) , 建议用粗的螺钉。T ider

mark 等[ 6]比较了内固定治疗移位型和无移位型股骨颈骨折

的差别。90 例病人随访 26 个月, 移位型骨折的并发症达

36% , 无移位型骨折为 7% , 前者术后生活质量较差; 移位型

骨折即便愈合后生活质量仍然较差。Fuchtmeier 等[ 7]研究了

60岁以下病人开放复位内固定中解剖复位 ( A 组)与外翻复

位( V 组, 保持外翻角 5∃) 的长期疗效。术后 5 年, A 组有

18%的病人股骨头坏死, 9% 骨折不愈合, V 组分别为 0% 和

5 5%。术后 10 年, 两组的髋关节骨性关节炎的发生率分别

为 21 2%和 55 6% , A组病人的关节功能较好。因此作者推

荐解剖复位。

有作者认为关节囊内压力升高是导致内固定后股骨头坏

死的原因之一, 术中可以行穿刺抽出血肿或关节囊切除术, 但

目前尚缺乏这种治疗的大量证据[ 1]。

2 半髋关节置换

半髋关节置换的适应证包括[ 8] : % 75 岁以上的移位型骨

折(寿命期望< 5年)且活动量少; & 全身情况很差, 不会有机

会第二次手术; ∋ 没有累及髋臼的病理性骨折; (移位型骨折
且平时需要快速行走(如盲人) ; ) 合并有帕金森病、偏瘫、神

志障碍的病人。术后 5 年髋臼软骨的磨损几乎殆尽, 中心性

脱位,假体下沉, 腹股沟疼痛等都常是要行全髋翻修的原

因[ 9]。

2 1 双极型假体与单极型假体 这两种假体的疗效目前没

有一致的意见。Haidukewych 等[ 10]长期随访了 212 例双极型

骨水泥型半髋关节置换的治疗效果。手术时平均年龄为

79岁, 平均随访 5 8 年, 生存者平均随访 11 7 年。有 10 例

( 4 7% )翻修或取出假体; 在假体良好的生存患者中, 96 2%

的人没有或只有轻度的疼痛。10 年中没有再次手术的病人

占 93 6% , 无菌性松动的只有 3 5%。由此认为双极型半髋

关节置换治疗老年人的新鲜股骨颈骨折长期疗效非常好, 并

发症少, 能有效缓解疼痛。

Ong等[ 11]回顾了 281 例 65 岁以上老年人移位型股骨颈

骨折, 101例为骨水泥型双极型假体, 180 例为骨水泥型单极

假体, 随访 36 个月以上, 结果发现两种假体在切口感染、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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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术后并发症、翻修率、疼痛、髋关节功能等方面都没有显著

差别。作者认为双极型假体价格较贵,疗效也不优越, 老年人

因为功能需要逐渐降低, 不应该作为治疗的首选方案。一般

认为双极型的适合于那些活动量大但内固定失败率可能高的

患者,以后可能还要行全髋翻修[ 12]。

2 2 骨水泥型与非骨水泥型 使用骨水泥并发症少, 翻修率

低,疼痛少, 髋关节功能更好[ 13]。Gier er 等[ 14]前瞻性研究了

半髋关节置换时使用骨水泥的差别。骨水泥组 35 例, 平均

78 岁,非骨水泥组 37 例, 平均 77 岁。前者有 5 例术中插入

股骨假体时发生低血压, 1 例病人为此行心肺复苏。非骨水

泥组有 3例股骨近端裂纹骨折, 1 例远端骨折。术后 1 年2 组

的Harris 髋关节评分无明显差异(分别为75 和78 3) ,没有假

体松动。故不合并心肺疾病的老年人或高龄老年人的股骨颈

骨折若不能内固定,用骨水泥型的半髋关节置换比较安全。

2 3 半髋关节置换与内固定 Partanen 等[ 15]通过 2 个中心

的前瞻性研究比较了内固定与半髋关节置换的差别, 两组各

357 例老年病人。术后 4 个月内固定组的病人生活独立性较

半髋关节置换高,行走功能稍好,两组的再次手术率相近, 但

是术后 1 年内固定组的较高(分别为 17% 和 9 5% )。Rog

mark 等[ 16]随访 409 例 70 岁以上老年人股骨颈骨折 2 年以

上,内固定组和关节置换组分别有 43% 和 6%的病人治疗失

败;前者有 36%的病人行走有障碍, 6%的病人有重度疼痛,

后者分别有 25%和 1 5%。可见内固定对 70 岁老年人疗效

差,髋关节置换应为首选方案。

3 人工全髋关节置换

Rav ikumar等
[ 17]
对 271例 65 岁以上的股骨颈骨折随机

分为 3 组:分别接受内固定、半髋关节置换、THA。随访 13年

后发现 3 组在死亡率方面无差别, 前两者的翻修率分别为

33%和 24% , 而 THA 只有 6 75% ; 半髋关节置换的病人有

13%的脱位 ,全髋置换的病人中脱位占 20% ; Harr is 关节评分

分别为 62, 55和 80。前两者的疼痛等并发症较多, 造成功能

下降, THA 病人虽然早期并发症较多, 但长期疗效满意, 对关

节功能要求较高的病人可以优先考虑。Greenbough 等[ 18]却

认为在原来髋关节没有骨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或 Paget

病等的情况下,术后的并发症太多, 不应该首次行全髋置换。

Johansson 等[ 19] 前瞻性研究了内固定与 THA 治疗股骨

颈骨折的疗效,随访各 50 例。内固定组术后有 27 例发生并

发症, THA 组的并发症主要是脱位 ,有 11 例,脱位与病人的

神志状况有密切关系。术后 3 个月和 1 年 THA 组病人的髋

关节功能较好。作者认为对活动量较大、没有神志障碍的病

人应该考虑 THA 手术。

Sierr a等[ 20]随访了 132 例老年人股骨颈骨折后半髋关节

置换失败翻修的病例, 平均随访 7 1 年。术前有 102 例骨水

泥型和 30 例非骨水泥型假体, 全髋关节翻修后有 88 例骨水

泥型, 17 例非骨水泥型, 27 例异体骨植入。6 8% 的病人需要

再次翻修,假体在 5 年的保持率为 96 5% , 10 年的保持率为

92%。有 45%的病人发生并发症, 9%的病人术中股骨近端

骨折, 9 8%的术后脱位。因为并发症和松动率都非常高, 所

以这种情况下的翻修要非常慎重。

尽管闭合复位内固定为治疗年轻人股骨颈骨折的标准术

式,但是其预后却没有得到相应程度的重视。2 年内有

20% ~ 36%的病人需要翻修, 多是由于骨折不愈合或股骨头

坏死[ 21]。这类病人多采用全髋关节置换作为补救措施。以往

多认为,初次内固定失败后再行髋关节置换的疗效与首次髋关

节置换疗效相当,其实二次行髋关节置换会有更多的并发症。

关节僵硬、骨骼质量下降、滑膜炎等都会增加手术难度,增加术

中骨折等并发症。Mckinley 等[ 21]总结了 60~ 80 岁的 3 根空

心螺纹钉内固定失败后作全髋关节置换的 107 例病人 (一

组) ,与直接行全髋关节置换术的病人(二组)作年龄性别配对

比较(均为 Garden ∀型或#型) ,术后 1 年内一组 39 例病人

发生 52 次并发症,二组 14 例病人发生 22 次并发症, 一组中

有较多的表浅感染, 术后髋关节功能较差, 1 年后翻修率较高

而假体的生存率较低。作者认为闭合复位后行内固定治疗仍

然是年轻病人有移位的股骨颈骨折的首选方法。但是应该让

病人知道, 一旦这种手术失败而行全髋关节置换, 早期的并发

症较高, 髋关节功能较差。

4 地域的影响

Cree等[ 22]调查了 6 年中当地各家医院所做的股骨颈骨

折治疗, 最后发现不同医院的死亡率接近, 行关节置换的病人

由 58%到 77%不等,这些病人住院日比内固定的病人要长。

作者认为这种地区差异显示出当地医生对股骨颈骨折的治疗

意见不一。Crossman 等[ 23]调查了英国 223 家医院治疗股骨

颈骨折的方法。作者将病人分为两种: 活动量大的( active)和

虚弱的病人( fr ail)。作者发现即便是类似的病人不同医院甚

至是同一医院的治疗方法也有差别。对活动量比较大的病人

有 41%的医院采用双极型半髋关节置换, 37%的医院采用内

固定, 32%的采用全髋关节置换, 74% 的医院用骨水泥型假

体;对活动量少的病人, 94% 的医院用髋关节置换 ( Austin

Moore型或 T hompson 型) , 双极型假体占 8% , 内固定占 1% ,

关节置换中 46%的医院使用骨水泥。这反映出目前治疗有

移位的股骨颈骨折缺乏统一的认识, 也说明找出最佳治疗方

案仍然很远。

目前对股骨颈骨折的最佳治疗方法尚没有结论。对活动

要求较高的病人一般多采用闭合复位内固定术治疗。半髋关

节置换是对大部分老年病人适宜的治疗方法, 尤其是对身体

较差、活动量少的病人[ 1] , 用骨水泥固定似乎安全有效。全髋

关节置换可留作内固定失败后的机会。降低骨折不愈合和头

坏死等并发症, 提高生活质量,减少疼痛是手术的目的。老年

或绝经后病人因低能外伤致股骨颈骨折入院后治疗重点多放

在骨折上, 老年人多合并有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 在治疗骨折

的同时骨骼强度亦应改善。Gardner 等[ 24]回顾 300 例老年人

股骨颈骨折的病人后发现只有 19 3%的病人出院时带有治

疗骨质疏松的药物, 住院期间无一例行骨密度检查, 说明骨质

疏松的治疗亦应该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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