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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部分
I+B0* !

型和大部分
"

型桡骨头骨折 均需要手术治疗" 切开复位内固定或桡骨头置换手

术入路中
J0@(A.

入路最为常用"是通过肘肌和尺侧

腕伸肌肌间隙进入#此外"

J+19+*

入路是另一种桡骨

头手术入路" 它通过桡侧腕短伸肌与指伸肌总腱间

劈指伸肌总腱入路治疗桡骨头骨折的疗效分析

刘观邁 ?

!景灵勇 ?

!潘志军 !

!陈隆军 %

!李明 ?

!冯建翔 ?

!马维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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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第六医院骨科"浙江 宁波
%?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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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骨科"浙江 杭州
%?&&&<

%

%7

浙江省三

门君同骨伤医院"浙江 台州
%!?&&&

&

!摘要" 目的!探讨劈指伸肌总腱入路治疗桡骨头骨折的临床疗效" 方法!回顾性分析自
!&?!

年
$

月至
!&?K

年

K

月收治的
!K

例闭合桡骨头骨折患者资料#男
?$

例$女
;

例%年龄
!&M=$

岁$平均
%<

岁&所有患者使用劈指伸肌总腱

入路暴露桡骨头骨折$其中钢板内固定重建
!?

例$桡骨头置换
L

例&根据
I+B0*

分型!

!

型
?<

例$

"

型
=

例&术后患者

获临床随访和影像学评价直至骨折愈合及肘关节功能进入平台期& 结果!

!K

例均获随访$时间
?!MK=

个月$平均

!<

个月&平均屈伸范围
?!"N

$伸直受限
?"N

$屈曲
?%KN

%平均前臂旋转范围
?L!N

$旋前
$KN

$旋后
=$N

&末次随访时
I:OE

评分平均
<%P$

'

;&M#&&

分($其中
#<

例功能为优$

=

例为良& 根据
Q.0RA.D

和
I0..AH

系统创伤性关节炎分级!

&

级

#<

例$

#

级
=

例$无
!

)

%

级"无一例发生桡骨头骨折不愈合和内固定失败$未见神经)血管损伤并发症$无明显肘关节旋

转功能受限"

L

例出现肘关节周围异位骨化$但活动无明显受限"

L

例桡骨头假体置换患者术后未见假体松动和感染等

并发症发生" 结论!劈指伸肌腱入路可以提供安全)可靠的桡骨头手术暴露路径$临床疗效满意"

!关键词" 肘关节% 桡骨头% 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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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暴露! 桡骨头手术暴露所带来的损伤风险主要是

损伤骨间背神经和外侧副韧带的风险 " 特别是

:0;(<.

入路 "可能会导致肘部不稳定 #

#

$

! 在应用

:0;(<.

入路手术时"由于切口偏后外侧"暴露桡骨头

前内侧骨折片时可能比较困难" 往往需要向近端扩

展"以增加暴露范围"但这可能会导致伸肌起点的医

源性损伤"进一步破坏肘关节稳定性!通过劈伸肌总

腱入路来暴露肘部外侧首先由
=0/;(>)??

描述 #

!

$

"它

可以提供更多可靠和广泛的暴露进入桡骨头前方"

同时可以减少外侧副韧带损伤的风险! 本研究回顾

性分析
!"@!

年
$

月至
!"@A

年
A

月收治的
!A

例闭

合桡骨头骨折患者资料" 旨在确定应用这一入路进

行桡骨头内固定或置换术的疗效" 探讨手术暴露是

否有困难和并发症情况!

!

临床资料

纳入标准%成年新鲜桡骨头骨折患者"或合并肘

关节脱位和三联征&

B+?0*

#

%

$分型为
!

型或
"

型&手

术行桡骨头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或置换术! 排除标

准%开放性桡骨头骨折&合并血管神经损伤&陈旧性

桡骨头骨折&成人孟氏骨折&经尺骨鹰嘴骨折脱位&

B+?0*#

型桡骨头骨折&保守治疗患者&手术行桡骨

头切除术&术后随访
C@!

个月的病例! 本研究共纳入

!A

例"男
@$

例"女
D

例&年龄
!"EF$

岁"平均
%G

岁!

所有患者使用劈伸肌腱入路暴露桡骨头骨折" 其中

钢板内固定进行重建
!@

例"桡骨头置换
H

例! 根据

B+?0*

#

%

$分型%

!

型
@G

例"

"

型
F

例! 合并肘关节脱

位
@F

例"为改良
B+?0* ,0(*?/0*

#

H

$

H

型! 同时伴有肘

关节脱位和冠状突骨折" 即肘部损伤三联征
@H

例!

致伤原因%高处坠落伤
@"

例"交通伤
F

例"摔伤
F

例"

重物压伤
%

例! 所有患者为闭合性损伤"无神经'血

管损伤表现! 受伤至手术时间平均
A I

(

!E@" I

)! 本

研究获得本单位伦理委员会批准" 所有患者签署知

情同意书!

"

治疗方法

手术方法因每例患者具体情况而异" 在臂丛神

经阻滞麻醉下"上无菌止血带"桡骨头手术入路为劈

指伸肌总腱入路"患者取仰卧位"置于肘关节屈曲前

臂旋前位!劈指背伸肌总腱入路为纵行切口"起于肱

骨外髁" 首先需鉴别指伸肌总腱位于肱骨外髁的起

点"从其中间劈开"并沿着指伸肌腹中央纵行向前臂

远端延长切口"通常
%EH ;4

! 由于桡神经行经肱肌

与桡侧腕长伸肌之间"在肱骨外上髁前方分为浅'深

!

支"深支经桡骨颈外侧穿过旋后肌至前臂后侧"所

以劈指伸肌总腱入路远端有桡神经穿过" 有损伤可

能! 该入路桡骨向远端暴露范围应该控制在肱桡关

节远端不超过
A ;4

"劈开分离伸肌间隙后"切开关节

囊和环状韧带显露桡骨头和桡骨颈! 内侧拉钩需要

注意保护骨间背神经" 注意观察外侧副韧带复合体

损伤情况"如果有必要"可向后外侧适当延伸切口暴

露并修补外侧副韧带复合体! 对于部分肘部损伤三

联征中冠状突尖部骨折(前外侧关节面骨折)可以通

过劈指伸肌总腱入路向内侧暴露骨折" 并予以相应

的固定"如锚钉固定'螺钉固定或套索技术等!

在暴露桡骨头骨折时需注意保护桡骨头骨片相

连的滑膜'骨膜组织"避免破坏其血运! 对于粉碎性

骨折"需注意确保桡骨头所有骨折块找到"并仔细评

估桡骨头复位内固定的可行性而决定最终的手术重

建方案!对于桡骨头骨折复位固定"一般行埋头空心

螺钉'微型钢板固定或两者结合固定! 放置钢板时"

应尽量将钢板放置在桡骨头的*安全区+中#

AJF

$

%前臂

中立位下水平线偏前
FAK

"偏后
HAK

"共约
@@&K

的范

围! 但是"当少数情况下需要将钢板放置在*非安全

区+范围"甚至双钢板固定时"则可以应用微型低切

迹钢板"将钢板放置在桡骨头颈结合部分的低凹处"

使得钢板最高点低于桡骨头凸起的环形关节面"以

避免上尺桡关节的旋转受限#

$

$

! 本组
@

例行双钢板

固定! 如果桡骨头骨折复位后有骨缺损" 应予以植

骨"本组
$

例行同侧肱骨外侧髁取骨植骨!取骨时需

注意避开伸肌腱起点以免损伤! 对于粉碎游离的骨

片"在体内复位固定困难"可以考虑置换或体外*桌

面重建+

#

DLG

$

! 对于部分肘关节脱位的患者"桡骨头骨

片可能向尺骨前内侧移位" 则可以在肘关节前内侧

做另一个切口"暴露寻找漂移的桡骨头骨折片!本组

%

例桡骨头骨片*漂移+到肘关节前方"予做另一前

内侧切口寻找到骨片后复位固定!

当桡骨头骨折复位固定可靠后" 应仔细检查外

侧副韧带复合体的完整性" 尤其合并肘关节脱位或

三联征时"常常伴外侧副韧带损伤"最多见的为外侧

副韧带从肱骨外髁撕脱" 可以运用锚钉修复或经肱

骨外髁穿骨隧道修复" 本组锚钉修复
!"

例"

!

例经

骨隧道修复"

A

例外侧副韧带完整未修复#

D

$

!

术后采用肘关节可屈性支具将肘关节固定于屈

曲
G"K

"前臂旋转中立位! 一般术后
HEA I

疼痛减轻

后开始嘱患者进行早期肘关节屈伸主动活动功能锻

炼!但对于肘部损伤三联征"术后
A

周内限制患者肘

关节最后伸直
%"K

(即避免伸直
@A"KE@D"K

)! 吲哚美

辛等非甾体类抗炎药并不常规术后使用!

#

结果

#$ !

疗效评定方法

术后所有患者临床随访和影像学评价直至骨折

愈合及肘关节功能进入平台期! 临床评估包括评估

疼痛'功能'活动范围和稳定性! 正侧位
M

线片评估

@"H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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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患者!男!

:%

岁!高处坠落致桡骨头骨

折
!"

!

!#$

术前
;

线片示
<+=0* !

型桡骨

头骨折
!%

!

!&$

术前
'2

重建示骨折涉及桡

骨头前内侧部分
!'$

劈伸肌总腱入路切开

复位内固定桡骨头骨折!同时肱骨外髁取骨!

植骨予关节面下方骨折复位后缺损处! 切口

如图中黑色箭头所示! 注意远端暴露距离肱

桡关节平面距离不超过
: >4 !($

术后即刻

;

线片示骨折复位良好! 肱骨外髁取骨缺损

处
!)

!

!*$

术后
?:

个月随访
;

线片示骨折

愈合!内固定在位

+,)$! <+9@

!

:% A@+.= 09B

!

)*C3.@B DA + E+99

!"

!

!#

!

!%

!

!&$ F.@01@.+/)6@ GF .+B)0H.+1(

"

?+

!

?D

#

+*B '2 =>+*

"

?>

!

?B

$

.@6@+9@B + <+=0* /A1@ ! .+B)+9 (@+B E.+>/3.@ !'$ I*/.+01@.+/)6@ .+B)0H.+1(

=(0J /(@ )*>)=)0* !(

!

!)

!

!*$ F0=/01@.+/)6@ .+B)0H.+1(= 0D/+)*@B E0990J)*H 0=/@0=A*/(@=)= 0E /(@ .+B)+9 (@+B +*B .@>0*=/.3>/)0* 0E /(@ 9+/@.+9 +*B 4@B)+9

>099+/@.+9 9)H+4@*/

%

?E

$

+*B E0990J 31 .+B)0H.+1(= ?: 40*/(= +E/@. /(@ 01@.+/)0*

"

?H

!

?(

$

!"

!# !$

%&

%' %(

%)

%*

骨折愈合&内固定松动&异位骨化&退行性变和关节

序列'末次随访时使用
<+A0

肘关节评分系统%

<+A0

K9D0J F@.E0.4+*>@ I*B@L

!

<KFI

#

(

?&

)评估功能!包括疼

痛&肱尺关节活动&稳定性和日常生活能力!总分
&M

?""

分! 分数越高代表功能越好* 根据
N.0D@.H

和

<0..@A

(

?&

)系统评定影像学术后创伤性关节炎*

-$ .

治疗结果

!:

例均获随访!时间
?!M:O

个月!平均
!P

个月*

屈伸范围平均
?!&Q

"

P"QM?R:Q

$! 伸直受限
?"Q

"

"QM

%"Q

$! 屈曲
?%:Q

"

?""QM?R:Q

$+ 前臂旋转范围平均

?R!Q

"

?""Q M?::Q

$!旋前
$:Q

"

R"Q MS"Q

$!旋后
O$Q

"

R:QMS:Q

$*末次随访时根据
<KFI

评分进行评价,疼

痛
R%TP

!运动功能
#PT:

!关节稳定性
ST%

!日常活动

!%T:

!总分
P%T$

+其中
#P

例功能为优!

O

例为良* 根

据
N.0D@.H

和
<0..@A

(

#&

)系统创伤性关节炎分级,

&

级

#P

例!

#

级
O

例!无
!

-

%

级*

无一例发生桡骨头骨折不愈合和内固定失败!

未见神经&血管损伤并发症!无明显肘关节旋转功能

受限* 所有患者维持肱桡关节和肱尺关节的同心圆

复位!未见肘关节不稳*

R

例出现肘关节周围异位骨

化!但活动无明显受限!患者拒绝进一步治疗*

!

例

肘部损伤三联征行前内侧入路固定冠状突骨折!术

后出现正中神经麻痹! 术后予以营养神经等对症治

疗!术后
%

个月后完全康复*

R

例桡骨头假体置换患

者术后未见假体松动和感染等并发症发生* 典型病

例见图
#

*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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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 #

劈指伸肌总腱!

:0;(<.

和
:+19+*

入路在治疗

桡骨头骨折手术中的各自特点!适应证和优缺点

目前暴露肘关节外侧" 桡骨头骨折的手术入路

主要包括劈指伸肌总腱入路 #

=0/;(>)??

入路 $%

:0;(<.

入路和
:+19+*

入路& 三者之间具有共同点"

又有不同之处"各有所长& 其中
:0;(<.

入路最为经

典和常用 " 它是通过肘肌和尺侧腕伸肌之间的

:0;(<.

肌间隙暴露桡骨头" 该入路优势包括'(

@

$由

前上向后下行走"完全避开桡神经"相对安全"操作

简单) (

!

$方便暴露和修复外侧副韧带& 不足之处包

括'(

@

$暴露范围有限"常常需向两端拓展"以便克服

这一缺陷"特别是当桡骨头前侧或前内侧骨折时"使

用
:0;(<.

入路常常暴露不够充分& (

!

$

:0;(<.

入路

扩展可以使手术视野更加开阔" 但这需要剥离一个

重要的肘部稳定结构***伸肌总腱在肱骨外髁起

点"从而损伤这一关节稳定结构) (

%

$桡骨头前部充

分的暴露常常需要牵拉桡侧腕伸肌和指总伸肌"用

这种暴力的牵拉容易损伤骨间背神经)(

A

$

:0;(<.

间

隙距离外侧尺骨副韧带的距离较近" 可能会损伤这

一重要的外侧稳定结构)

应用劈伸肌总腱入路可以减少医源性损伤外侧

尺骨副韧带和剥离伸肌总腱在肱骨外髁起点的风

险+

@@

,

) 劈伸肌总腱入路由
=0/;(>)??

首先描述"其优

势包括'(

@

$操作简单"只需要鉴别伸肌总腱于肱骨

外髁的起点即可"为纵行切口"起于肱骨外髁"沿着

指伸肌腹中间纵行向前臂远端延长) (

!

$其最大的优

势是切口较
:0;(<.

入路靠前"特别适合桡骨头骨折

涉及到桡骨头前侧和前内侧) (

%

$甚至在肘关节三联

征中拟通过外侧单一入路同时固定桡骨头- 冠状突

尖部骨折和修复外侧副韧带损伤&

B<?90C<?

等 +

@@

,通

过劈指伸肌总腱入路与
:0;(<.

入路在新鲜尸体标

本上进行的解剖学对比研究发现" 前者可以提供更

大的桡骨头暴露面积& 其不足之处包括'(

@

$劈指伸

肌总腱入路远端有桡神经穿过" 向远端暴露范围应

该控制在肱桡关节远端不超过
D ;4

& (

!

$当合并外

侧副韧带损伤时"可能暴露比较困难"需要向后外下

方延伸切口" 暴露外侧副韧带位于肱骨外侧髁后外

侧起点的撕脱处& 劈指伸肌总腱入路手术治疗桡骨

头骨折的手术适应证广泛"包括各型
E+?0* !

%

"

型

桡骨头骨折"及合并肘关节脱位和三联征&

:+19+*

入路是另一种桡骨头外侧手术入路"它

通过桡侧腕短伸肌与指伸肌总腱间隙暴露桡骨头"

解剖学位于劈指伸肌总腱入路和
:0;(<.

入路之间"

暴露范围的限制和优势应在前
!

个入路之间" 但桡

侧腕短伸肌与指伸肌总腱间隙术中鉴别相对困难&

总之"以上
%

个入路各有优势和不足"临床的使用选

择需根据具体的患者骨折损伤类型和术者的临床经

验决定&

本研究所有患者恢复功能活动范围" 无一例发

生肘关节不稳和桡神经麻痹" 患者术后满意度及功

能评分结果良好&因此"劈指伸肌总腱入路可以安全

应用在桡骨头手术中" 无论是内固定还是置换术&

:0;(<.

入路是熟悉和常用的外侧桡骨头暴露方式"

可以避免暴露骨间背神经"使用
:0;(<.

入路可以提

供一个安全的手术区域且远离骨间背神经" 但是桡

骨头前侧或前内侧部分骨折可能会暴露和固定困

难"往往需要延长和拓展切口"甚至需要把伸肌总腱

从肱骨外髁剥离& 劈伸肌总腱入路由于直接位于桡

骨头侧"可以提供良好的桡骨头前方暴露"并不要额

外的肱骨外侧髁伸肌总腱起点处的剥离&

但对于成人孟氏骨折和经尺骨鹰嘴骨折脱位中

的桡骨头骨折"则可通过后侧正中切口"向外侧暴露

桡骨头"一般不需要额外切口暴露桡骨头骨折&对于

手术行桡骨头切除者" 不需要对桡骨头骨折进行复

位和固定"则可以应用常规
:0;(<.

入路&

!" $

劈指伸肌总腱入路治疗桡骨头骨折的手术技

巧和手术注意事项

在应用劈伸肌总腱入路时则需要注意保护前臂

骨间背神经+

@!

,

&

F;()4)GG)

等+

@%

,研究发现骨间背神经

距离肱桡关节和肱骨外上髁的最小解剖安全距离分

别为
!H 44

和
A! 44

" 平均安全距离为
AI7! 44

和

JI7$ 44

& 所以"本研究劈伸肌总腱入路远端暴露范

围距离肱桡关节平面距离一般不超过
D ;4

& 劈伸肌

总腱入路时注意不要损伤肱骨外侧髁伸肌总腱起

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医源性损伤&本研究未见神经

损伤和肘关节不稳"肘关节均恢复良好的活动范围&

在桡骨头骨折切开复位固定时" 需要注意以下

技术问题'(

@

$.安全区/固定+

DKJ

,

)

'+13/0

等+

J

,通过解

剖学研究发现桡骨头与尺骨近端向关节的关节面区

和非关节面区的外观- 形状等解剖学特点具有较大

的差异) 关节面区较非关节面区更宽大- 色泽更明

亮"具有角状突起"在横断面上可以观察到月牙形凸

起) 桡骨头的.非上尺桡关节面区/是钢板理想的放

置区域)

F4)/(

等+

D

,通过解剖学研究发现.安全区/为

前臂中立位下水平线偏前
JDL

"偏后
ADL

"共约
##&L

的范围)微型钢板最好放置在安全区内)(

!

$.非安全

区/固定+

$

,

) 如果骨折片位于非安全区或需应用双钢

板固定时"需要将钢板放置在上尺桡关节面区域"即

.非安全区/固定"则可以应用微型低切迹钢板"将钢

板放置在桡骨头颈结合部分的低凹处" 使得钢板最

高点低于桡骨头凸起的环形关节面" 以避免上尺桡

#&A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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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的旋转受限! 即钢板放置中桡骨头最高点 "赤

道#以下$本研究
#

例行双钢板固定$%

%

&植骨的必要

性$ 桡骨头骨折!复位后骨缺损!可以予以同侧肱骨

外侧髁取骨植骨$ %

:

&外侧副韧带修复$ 尤其复杂肘

关节骨折常常伴外侧副韧带损伤! 最多见的为外侧

副韧带从肱骨外髁撕脱! 可以运用锚钉修复或经肱

骨外髁穿骨隧道修复'

;

(

$ %

<

&)桌面上#重建桡骨头$

桡骨头骨折暴露和复位过程中应尽量保护桡骨头骨

折骨膜!尽量不要使得骨片游离!对于严重粉碎游离

的骨片!在体复位固定困难!可以考虑置换或体外桌

面重建!将碎骨片先取出放置在手术台上!在体外用

克氏针和埋头螺钉固定成整体骨片后! 置入体内与

骨折远端相连接!再进行微型钢板完成固定 '

=

!

#:

(

$

%

>

&前内侧*漂移#桡骨头骨折片处理+对于部分肘关

节骨折脱位的患者!桡骨头骨片可能向前内侧移位!

使得外侧切口暴露复位桡骨头骨折时! 发现桡骨头

无法拼接完整!外侧切口内无法找到$

本研究
!<

例桡骨头骨折中有
?:

例肘部损伤三

联征!其手术策略和入路可参考
@3A(

等 '

;

(发研究$

肘部损伤三联征中的桡骨头骨折手术入路选择主要

根据桡骨头骨折和冠状突骨折的位置和治疗方

法'

?<B#=

(

$ 如果桡骨头骨折位涉及前侧或前内侧或者

冠状突骨折位于前外侧尖部! 笔者常选择劈伸肌总

腱入路!以方便暴露和固定桡骨头骨折!或同时在外

侧做一个切口!以处理桡骨头和冠状突尖部骨折'

!&

(

$

反之! 如果桡骨头骨折不涉及前内侧部分或冠状突

骨折位于前内侧或需要前内侧暴露和固定! 肘部损

伤三联征外侧入路一般应用
C0D(E.

入路!冠状突骨

折固定则另做一个前内侧入路'

!&

(

$

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样本量不大! 且是回顾性

研究! 未来需进一步的临床前瞻性随机对照和多中

心临床研究!以明确这一入路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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