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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搬移技术治疗下肢长骨干慢性骨髓炎伴骨缺损

术后骨性愈合不良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刘亦杨!沈立锋!张春!郭峭峰!林炳远!黄凯!张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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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骨搬移技术治疗下肢长骨干慢性骨髓炎伴骨缺损术后出现骨性愈合不良的原因及其相应对

策"方法!回顾性分析
!"'!

年
%

月至
!"'K

年
'!

月采用骨搬移技术治疗的
&$

例下肢长骨干慢性骨髓炎伴骨缺损患者

的临床资料#男
!&

例$女
'K

例%年龄
!"LK%

岁$平均
&%MK

岁%股骨
K

例$胫骨
&&

例%受伤至骨搬移时间
!L'N

个月$平

均
OMP

个月%骨缺损长度
PQ'! A5

$平均
OR& A5

%术后均经过
'

周&待机期'开始骨搬移$搬移方向由近端向远端
&"

例$

由远端向近端
&

例$双向搬移
K

例%并及时调整力线及骨搬移速度$患者坚持负重" 定期随访$拍摄
S

线片$观察是否

存在搬移间隙矿化成骨不良$对合端不愈合以及再发骨折等并发症%并采用
T,8BU

评分标准进行临床评价" 结果!

&$

例获得随访$时间
'!L&%

个月$平均
!&6'

个月"骨髓炎无复发$但出现多种骨性愈合不良相关的并发症$其中骨搬移

过程中发生搬移间隙矿化成骨不良
&

例$对合端不愈合
'O

例$发生搬移间隙骨折
K

例$尚未拆除外固定架时发生骨折

'

例$ 拆除外固定架后发生骨折
P

例" 带架时间
NL!O

个月$ 平均
'%6&

个月% 外固定指数为
'6OL!6O

个月
V A5

$ 平均

!R!P

个月
V A5

%根据
T,8BU

评分标准评定疗效 !骨性结果优
'!

例 $良
'%

例 $中
&

例 $差
O

例 %功能结果优
'P

例 $良

'$

例$中
&

例$差
&

例" 结论!骨搬移技术有效解决了长骨干骨髓炎伴大段骨缺损的临床难题$但治疗周期长$对预后

的影响因素多" 因此$应严格适应证选择$同时应细致操作$全程监控$及时随访$并积极指导患者相应的预防策略$以

期得到更满意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 骨髓炎% 骨折$不愈合% 下肢骨% 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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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能量损伤导致的开放性骨折以及由此引

发的慢性骨髓炎已成为创伤骨科医生所面临的重大

课题!我院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采用骨搬

移技术治疗股骨" 胫骨创伤性慢性骨髓炎合并节段

性骨缺损患者
&$

例#虽然所有患者最终取得了基本

满意的疗效# 但治疗过程中出现诸如搬移间隙矿化

成骨不良" 对合端不愈合以及新发骨折等骨性愈合

相关的并发症#现予以总结及分析#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

纳入标准$年龄
'$;%<

岁的胫骨"股骨创伤性慢

性骨髓炎患者%清创后节段性骨缺损
=& >5

#或术前

(3

及
?@A

明确病灶范围并可预计术中清创后残留

节段性缺损
=& >5

者%一般情况良好#无明显手术禁

忌证%无金属过敏%具备良好的依从性及生活自理能

力者%截止
!<#B

年
#

月已拆除外固定装置#可自行

负重行走者! 排除标准$非创伤性慢性骨髓炎&如血

源性骨髓炎等'患者%清创后节段性骨缺损
C& >5

#或

术前
(3

及
?@A

明确病灶范围并可预计术中清创后

残留节段性缺损
C& >5

者%截止
!<#B

年
#

月尚未拆

除外固定装置#或已拆除外固定架#但尚不能完全自

行负重行走者!

本研究共纳入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

龄
!<;:%

岁#平均
&%6:

岁%股骨
:

例#左侧
!

例#右

侧
&

例%胫骨
&&

例#左侧
#:

例#右侧
#$

例! 交通伤

!#

例#压砸伤
%

例#高处坠落伤
##

例%均为开放性

骨折#

D4E0*81

等(

#

)分型$

!

型
%

例#

"

型
B

例#

#F

型

G

例#

#H

型
'&

例#

#(

型
&

例! 初次手术骨折钢板

内固定
%

例 #髓内钉内固定
&

例 #外固定架固定

!G

例%既往手术次数
&;$

次#平均
:6&

次#包括骨折

固定"反复清创"&肌'皮瓣修复创面等! 受伤至骨搬

移时间
!;'G

个月#平均
B6I

个月! 术前常规创面或

窦道细菌培养#金黄色葡萄球菌
'"

例#表面葡萄球

菌
!

例#铜绿假单胞菌
I

例#鲍曼不动杆菌
I

例#粪

肠球菌
&

例#屎肠球菌
'

例#阴沟肠杆菌
I

例#细菌

培养阴性
'"

例!

$

例先行清创#同时予创面封闭负

压引流&

J,>445 EK,8*+L M/,*+,LK

#

7NO

'待创面软组织

条件改善后行骨搬移手术%

&<

例同期行彻底清创#

并安装外固定架行骨搬移术! 骨缺损长度
I;'! >5

#

平均
B6& >5

%合并病灶周围软组织缺损
%

例!

"

治疗方法

"# !

手术方法

采用腰硬联合麻醉或全身麻醉!彻底清创#清除

所有感染"坏死组织#以线锯将病灶骨段切下#常规

送病检!安装外固定架前#通常先用
'

块预先准备的

直形钢板桥接病灶两端骨质#以维持长骨干力线#防

止安装外固定架时发生旋转及成角畸形! 股骨骨髓

炎均以
./0)1P*Q

外固定架于大腿外侧固定# 远近端

分别打入
&

枚固定针# 搬移骨块以
!

枚固定针与滑

动元件连接!胫骨骨髓炎均以
A8*R,/1J

环形外固定架

固定!通常在胫骨近端安装
(

形环及全环各
'

个#分

别位于胫骨结节上下平面#远端安装
!

个全环#尽可

能贴近胫骨远端关节面# 胫骨中段搬移骨块以
'

个

全环并
'

枚单钉双皮质固定# 确认小腿各环之间相

互平行#外固定架轴线与胫骨轴线共线!各环均以直

径
! 55

交叉克氏针固定# 各克氏针均通过钢针拉

力器拉紧#采用骨膜外用线锯截骨!搬移方向由近端

向远端
&<

例#由远端向近端
&

例#对于骨干中段缺

损
!B >5

# 且远近端还有足够空间进行截骨和固定

的
:

例#采用双向骨搬移#以缩短治疗时间! 截骨并

旋紧外固定架各固定螺母后#拆除临时固定的钢板#

创面空腔内常规放置载万古霉素及庆大霉素硫酸钙

人工骨颗粒#闭合创面#并采用*牛鼻子+技术予以贯

通引流!

"# "

术后处理

术后第
!

天常规拍摄
S

线片! 根据药敏结果选

用敏感抗生素静脉用药
I;%

周#定期复查血常规"血

沉及超敏
(

反应蛋白#各项指标正常后停用!创面无

明显渗出后拔除贯通引流的皮管! 所有患者经过

'

周*待机期+后#每日以每
I

次
' 55

的速率开始骨

搬移!

'

周后拍摄
S

线片#之后每月定时摄片#观察

骨搬移及新生骨矿化情况# 并及时调整力线及搬移

速度#必要时应用*手风琴技术+&交替牵拉"压缩的

方法'促进局部矿化! 期间考虑疼痛因素#可增加调

节频率#减少每次延长的长度#每日以每次
' 55

延

长#或放缓延长速度#以
<6: 55 T M

分
I

次完成!注意

钉道护理# 鼓励患者坚持保护下负重及邻近关节主

动屈伸活动锻炼!当搬移间隙矿化成骨"对合端愈合

后#拆除外固定架#计算外固定指数&

KQ0K/+,8 P*Q,0*1+

*+MKQ

#

UVA

'

(

!

)

(带架时间&月'

T

延长长度&

>5

')#并根

据
W,8KX

等(

!

)标准进行结果评定%同时予夹板保护下

负重#

'

个月后拆除夹板#逐渐完全负重行走!

$

结果

&$

例患者获得随访# 时间
'!;&%

个月# 平均

!&6'

个月!骨髓炎无复发#但治疗过程中出现诸如搬

移间隙矿化不良" 对合端不愈合以及新发骨折等骨

性愈合相关的并发症! 其中胫骨骨搬移间隙矿化不

81YKM 42 *+ 0*5K6 O1>01/E E)148M ZK ,>0*JK8X L4*MK >1//KE21+M*+L 2/KJK+0*1+ E0/,0KL*KE6

%&'()*+, .E0K15XK8*0*E

%

V/,>04/K

#

4+4+*0KM

%

H1+KE 1P 81YK/ KQ0/K5*0X

%

O*,2)XEKE

[)1+LL41 D4 !),+L T ()*+, - ./0)12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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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

例!均采用"手风琴技术#最终获得满意矿化$因

对合端局部软组织下陷嵌顿致不愈合
&

例 !以

'6" 55

克氏针经皮穿针悬吊后!继续骨搬移!并采

用"手风琴%技术!

!

例获得自然愈合!

'

例断端硬化

不愈合$胫骨发生轴向偏移致对合端不愈合
!

例$单

纯因两端骨质硬化造成不愈合
'!

例 &股骨
!

例!胫

骨
'"

例'$ 均拆除外固定架!对合端自体髂骨植骨!

%

例&股骨
!

例!胫骨
:

例'更换内固定!

$

例采用锁

定加压钢板 &

81;<*+= ;152/>??*1+ 28,0>

!

@(A

' 外固

定!取得骨性愈合$ 发生搬移间隙骨折
B

例!其中

:

例由近端向远端搬移&胫骨
&

例!股骨
'

例'!发生

于拆除外固定架后! 骨折部位均位于搬移间隙的最

近端(

'

例胫骨双向骨搬移患者在带架动力化过程

中发生远侧搬移间隙最远端骨折$

:

例胫骨骨折均

予以自体髂骨植骨!

@(A

外固定!术中取搬移间隙骨

性结构病检!结果提示)纤维血管组织增生!伴见骨

小梁及少量软骨样组织%或*增生纤维组织中间包绕

骨母细胞的编织骨%+

'

例股骨骨折无明显移位!患

侧膝关节屈曲活动
C&DE

!且患者拒绝手术!故予石膏

制动!最终膝关节活动度基本丧失$

B

例经治疗均获

得骨性愈合$

&$

例带架时间
FG!H

个月!平均
#%I&

个

月(

JKL

为
'6HG!6H

个月
M ;5

!平均
!6!:

个月
M ;5

$ 根

据
A,8>N

等 ,

!

-标准评定临床疗效.&

'

'骨性标准基于

以下
:

点.

!

骨性愈合(

"

无感染(

#

畸形
CHE

(

$

下

肢长度的恢复
C!IB ;5

+ 优!骨性愈合!没有感染!成

角畸形
CHE

!胫骨长度差异
C!IB ;5

(良!骨性愈合
O"

#$

中任意
!

项(中!骨性愈合
O"#$

中任意
'

项(

差!骨不连或骨折或不含
"#$

中任意
'

项+ &

!

'功

能标准基于以下
B

点.

!

跛行(

"

马蹄足畸形(

#

软

组织状况&皮肤过敏/足底皮肤感觉/压疮'(

$

疼痛(

%

日常活动能力$ 优!恢复日常活动能力!且不含有

!"#$

中任何
'

项(良!恢复日常活动能力!含有

!"#$

中的
'

项或
!

项(中!恢复日常活动能力!

含有
!"#$

中的
&

项或
:

项或截肢(差!无法恢复

日常活动能力!不论其他几项因素结果如何$本组骨

性结果优
'!

例!良
'%

例!中
&

例!差
H

例(功能结果

优
':

例!良
'$

例!中
&

例!差
&

例$ 典型病例见图
'

$

!

讨论

骨搬移技术有效解决了骨感染病灶清创后节段

性骨缺损重建的难题,

&

-

$ 虽然目前认为应用骨搬移

技术治疗的骨愈合速度/治疗时间/手术创伤及并发

症发生情况等均优于传统治疗! 但结合临床实际并

回顾相关文献发现 !骨搬移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高,

:PH

-

$ 其中骨性愈合不良相关的并发症主要包括.

对合端不愈合! 治疗过程中及拆除外固定架后发生

骨折!搬移间隙矿化成骨不良!骨搬移过程中的轴向

偏移等$

!" #

对合端不愈合

对合端愈合与否是骨搬移治疗周期长短的关

键 ,

H

-

!然而骨搬移的对合端多不能自然愈合 ,

B

-

!这又

被认为是骨搬移的主要并发症 ,

$

-

!其临床发生率报

道差异较大,

:PF

-

$

!" $% $

力学因素 长期外固定架固定造成的应力

遮挡使骨干皮质发生松质骨化! 并影响对合端的骨

性愈合,

B

-

$ 因此!治疗过程中必须鼓励患者积极负重

活动!增加断端的应力刺激!使得骨缺损两端处于微

小的不间断移动压缩状态!有利于成骨,

B

-

$ 并且应及

时矫正力线!尽可能保证术肢轴向负重$ 本组
&$

例

均负重行走!且在对合端会师后采取*手风琴技术%

进一步促进骨性愈合$经过以上方法!一部分患者可

以到达自然愈合! 然而仍有部分患者需要进一步手

术处理$ 对于对合端是否植骨争议较大,

:

!

%PH

!

#D

-

!柴明

祥等,

B

-认为!可先通过增加生理加压/物理应力以及

*手风琴技术%观察!必要时可重复*手风琴技术%!经

过
&GB

个月如仍无效再行植骨$ 本组
&$

例中!

#!

例

经上述方法治疗无效! 发生单纯因对合端骨质硬化

导致不愈合!均采用对合端自体髂骨植骨!并以跨越

搬移间隙的长
@(A

内固定或外固定! 断端加压!术

后保护下负重!均取得骨性愈合$ 因此!在肯定局部

加压/机械应力刺激以及*手风琴技术%疗效的同时!

当明确对合端骨质已硬化时! 不必拘泥于上述方法

的时间长短!而应积极植骨并更换固定方式!以期对

合端尽早愈合!从而缩短治疗周期$

!" $" &

轴向偏移 由于节段性骨缺损的存在!且

目前术中对于力线评估/ 外固定架安放位置以及固

定针的穿针角度选择!尚无统一和客观的标准!基本

是凭借术者的经验进行操作! 故在骨搬移的过程中

容易出现轴向偏移! 进而导致对合端完全错位或因

对合端接触面积过小造成不愈合$ 有学者,

F

-提出在

安装外固定时辅助插入髓内钉以保持搬移骨段的对

线! 但考虑到髓内固定在骨髓炎患者中的风险及不

确定性! 笔者在术中常规用
#

块预先准备的直形钢

板桥接病灶两端骨质!以维持肢体基本长度和力线!

再安装外固定架$ 此方法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

搬移骨段的旋转及成角! 但仍有
!

例胫骨骨搬移患

者出现轴向偏移$ 因此! 如何有效地尽可能保持对

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旦发生轴向偏移!仅

能够通过调整双皮质固定在搬移骨块上的单钉对成

角畸形及侧方移位进行极有限的调整! 对已发生较

大程度的轴向偏移则无特别积极作用$ 对于因轴向

偏移引起的对合端不愈合! 通常需积极手术治疗以

获得满意的骨性愈合$

BB$

" "



!"#$ !"#$% %&' &'(' %) ()*+, - ./0)12 3/,45,

!

-4+6!"'$

!

7186&'

!

916%

图
!

患者!男!

&:

岁!右胫骨骨髓炎
!"#

术前正侧位
;

线片示胫骨下段骨质硬化!密度不均匀!断端骨质缺损!周围可见骨痂
!$#

扩创!骨搬

移!载抗生素人工骨植骨术后正侧位
;

线片示胫骨节段性骨缺损长度
< =5 !%#

术后
&

个月正侧位
;

线片示搬移骨段与远端会师
!&#

术后

<

个月正侧位
;

线片示搬移间隙呈云雾状改变! 局部矿化良好! 但搬移骨段与远近端出现
'!>

成角畸形! 对合端见明显透亮影! 无骨痂形成

!'#

术后
'"

个月胫腓骨正侧位
;

线片示搬移间隙矿化!对合端不愈合!行外固定架拆除"自体髂骨植骨"

?(@

外固定术
!(#

术中向断端注射富

血小板血浆
!)#

术后肢体外观照
!*#

锁定加压钢板外固定术后正侧位
;

线片
!+#

锁定加压钢板外固定术后
%

个月正侧位
;

线片示对合端

模糊!周围可见骨痂生长

,+)#! A &: BC,/ 18D 5,8C 2,0*C+0 E*0) 1F0C15BC8*0*F 1G /*H)0 0*I*, !"# @/C12C/,0*JC A@ ,+D 8,0C/,8 ; /,BF F)1ECD 0)C 81EC/ 2,/0 1G 0*I*, E,F F=8C/10*=

!

4+CJC+ DC+F*0B

!

I1+B DCGC=0 1+ 0)C C+D 1G G/,=04/C

!

I1+B =,884F =148D IC FCC+ !$# A@ ,+D 8,0C/,8 ; /,BF ,G0C/ DCI/*DC5C+0

!

I1+C 0/,+F21/0 ,+D ,+0*I*10*=

81,DCD ,/0*G*=*,8 I1+C H/,G0 F)1ECD 0)C 8C+H0) 1G I1+C DCGC=0 E,F < =5 !%# @1F012C/,0*JC A@ ,+D 8,0C/,8 ; /,BF ,0 & 51+0)F F)1ECD I1+C 0/,+F21/0 FCH5C+0

5CC0 01 D*F0,8 =1+0,=0 !&# @1F012C/,0*JC A@ ,+D 8,0C/,8 ; /,BF ,0 < 51+0)F F)1ECD I1+C 0/,+F21/0 H,2 =),+HCD 8*KC =814D ,+D 5*F0

!

,+D 81=,8 5*+C/,8*L,M

0*1+ E,F H11D

!

,+H48,0*1+ DCG1/5*0B E,F '!> IC0ECC+ I1+C DCGC=0 ,+D D*F0,8 ,+D 2/1N*5,8 F*DC

!

+1 I/*H)0 F),D1E ,+D =,884F E,F FCC+ 1+ 0)C D1=K*+H F*0C

!'# @1F012C/,0*JC A@ ,+D 8,0C/,8 ; /,BF ,0 #O 51+0)F F)1ECD 0/,+F21/0 H,2 E,F 5*+C/,8*L,0*1+ ,+D D1=K*+H F*0C E,F +1+4+*1+

!

,+D CN0C/+,8 G*N,01/ /CM

51J,8

!

?(@ CN0C/+,8 G*N,0*1+ E,F =),+HCD

!

,401HC+14F *8*,= I1+C H/,G0 ,0 D1=K*+H F*0C EC/C 2C/G1/5CD !(# @8,0C8C0 /*=) 28,F5, E,F *+PC=0CD *+01 +1+4+*1+

H,2 D4/*+H 0)C 12C/,0*1+ !)# 3)C ,22C,/,+=C 1G 0)C 8CH ,G0C/ 12C/,0*1+ !*# A@ ,+D 8,0C/,8 ; /,BF ,G0C/ ?(@ CN0C/+,8 G*N,0*1+ !+# A@ ,+D 8,0C/,8 ; /,BF

,G0C/ ?(@ CN0C/+,8 G*N,0*1+ G1/ % 51+0)F F)1ECD 0)C D1=K*+H F*0C E,F J,H4C

!

,+D 1IJ*14F =,884F H/1E0) E,F G14+D

!"

!# !$

%&

%' %(

%)

%*

!+

-# !# .

局部软组织下陷嵌顿 节段性骨缺损部位

的局部皮肤因下方空虚!无骨性结构支撑!在搬移过

程中受到外固定架向心性的缓慢挤压! 钢针不能垂

直切割!继而引起皮肤卷曲!出现下陷!并在对合端

之间嵌顿形成皱褶!阻碍对合端的愈合# 对此有学

者$

%

%建议积极手术处理!切开下陷的皮肤!或采用缝

线将塌陷的皮肤悬吊在外固定架上! 但该方法尚值

得商榷#因为下陷的皮肤组织位于原骨髓炎病灶!且

有部分患者曾行皮瓣移植修复创面! 局部软组织条

件相对差!瘢痕多!以手术切开的方法可能会加重缺

血引起局部皮肤坏死!或诱发感染复发#而单纯以缝

线悬吊!可能会因缝线的切割作用而最终导致失效#

QQ: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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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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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患者!男!

&:

岁!右胫骨骨髓炎
!"#

拆

除近端
!

枚螺钉及远端
'

枚螺钉! 锁定加压

钢板外固定术后
:

个月时正侧位片
;

线片

!$#

锁定加压钢板外固定术后
'<

个月正侧位

片
;

线片示对合端完全愈合!无明显骨折线

!%

!

!&#

外固定术后外观照可见踝关节背伸轻

度受限! 膝关节活动良好
!'#

拆除外固定后

&

个月右胫腓骨正侧位
;

线片示对合端及延

长间隙骨性愈合良好

()*#! = &: >?,/ 18@ 5,8? 2,0*?+0 A*0) 1BC

0?15>?8*0*B 1D /*E)0 0*F*, !"# 3A1 BG/?AB 1+

2/1H*5,8 ,+@ # BG/?A 1+ @*B0,8 A?/? /?51I?@

!

=J ,+@ 8,0?/,8 ; /,>B ,D0?/ K(J ?H0?/+,8 D*H,0*1+ D1/ : 51+0)B !$# =J ,+@ 8,0?/,8 ; /,>B ,0 #< 51+0)B ,D0?/

K(J ?H0?/+,8 D*H,0*1+ B)1A?@ 0)? @1GL*+E B*0? A,B 4+*1+ A*0)140 D/,G04/? 8*+? !%

!

!&# 3)? ,22?,/,+G? 1D 8?E B)1A?@ ,+L8? @1/B*D8?H*1+ A,B B8*E)08> 8*5*0C

?@ ,+@ L+?? M1*+0 A,B E11@ !'# =J ,+@ 8,0?/,8 ; /,>B ,D0?/ /?51I,8 1D 0)? ?H0?/+,8 D*H,0*1+ D1/ & 51+0)B B)1A?@ @1GL*+E B*0? ,+@ 0/,+B21/0 E,2 A?/? F10)

4+*1+

本组
&

例出现软组织嵌顿! 均以
# 55

克氏针横行

穿过下陷嵌顿的皮肤组织深面! 并在克氏针两端以

橡皮筋悬吊在外固定架上!利用弹性悬吊的张力!使

下陷的软组织逐渐回复到正常位置!待骨搬移到位!

对合端愈合后! 再经皮拔除克氏针" 此方法操作简

单! 能够在不影响力线及骨搬移效果的前提下解决

软组织下陷的问题"但由于有光滑克氏针的存在!有

增加局部钉道感染发生的可能!因此需加强局部护理"

+# ,

搬移间隙矿化成骨不良

发生搬移间隙成骨矿化不良的原因包括截骨时

的热损伤破坏血供# 搬移骨块长度过短以及局部骨

膜损伤等问题" 目前的截骨方式选择仍然存在争

议 $

##N#!

%

!考虑剥离骨膜造成对局部血运的影响以及

电锯截骨引起的热损伤!推荐骨膜外线锯截骨"实验

及临床研究表明 $

#ON'&

%

!适宜的延长速度&每日每
PQ

%

次
' 55

'#肢体轴线负重#(手风琴技术)以及外固

定装置 (动力化) 对改善搬移间隙骨愈合有积极作

用" 对于骨搬移到位但矿化不佳的患者采用上述各

方法!尤其是对搬移间隙进行反复牵拉与压缩的(手

风琴技术)!最终可自然达到局部骨质的矿化和愈合"

+# ,# !

外固定架拆除时机选择 本组
&$

例
RST

为

'6UQ!6U

个月
V G5

!较国内外文献报道 $

!

!

'PN'<

%的
'6"Q

!6%

个月
V G5

相对较长!其原因可能来自于对搬移间

隙骨性愈合标准$

'P

%及外固定架的拆除时机的选择评

判的差异"目前拆除外固定支架的影像学标准$

'P

%是*

(3

证实对合端骨性愈合!同时延长的新生骨正侧位

;

线片可见
&QP

层连续的皮质" 但近年来报道$

'%

%如

果仅从上述标准来判断拆除外固定支架的时机!拆

除外固定后搬移间隙新生骨变弯# 骨折和对合端骨

折发生率达
':W

"结合本组病例!虽然
RST

高于相关

文献报道!但仍然存在
#O6%W

&

P V &$

'的再骨折发生

率! 对于搬移间隙骨性愈合标准的把握及外固定架

的拆除时机的选择! 依然是骨搬运治疗中所面临的

主要问题之一"

+# ,# ,

搬移间隙骨折 骨搬移治疗终末期甚至拆

除外固定架之后发生对合端或搬移间隙骨折无疑是

灾难性的"搬移间隙骨性结构病理结果显示!搬移间

隙确为具有分化能力的新生骨组织! 但仍含有增生

的纤维组织!说明骨组织的矿化并不充分"虽然搬移

间隙骨愈合强度的恢复时间随搬移幅度的增加相应

延长$

#U

%

!但结合本组发生骨折的
<

例情况!其带架时

间
#OQ!<

个月 &平均
#%6$

个月'!

RST

为
#6$Q!6%

个

月
V G5

!平均
!6P

个月
V G5

!远较国内外报道 $

!

!

#PN#<

%的

#6OQ!6%

个月
V G5

!平均
#6$Q#6:

个月
V G5

延长" 由此

可见! 单纯靠延长外固定时间无法达到改善骨强度

的目的"此外!外固定装置(动力化)

$

#&

%虽有助于搬移

间隙的骨愈合!但也不可操之过急!本组中惟一
#

例

尚未拆除外固定架即发生延长间隙骨折者! 即是在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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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动力化的阶段发生的!

:

例骨折患者均无直接

暴力致伤" 且发生骨折的部位均位于搬移间隙的两

端"骨性愈合强度不足的同时伴随此处的应力集中"

也是骨折发生的因素之一!

一旦发生骨折" 为避免长期固定造成的关节功

能障碍"应尽早实施积极的手术治疗!胫骨骨髓炎行

骨搬移的患者通常既往手术次数多"软组织条件差"

如行内固定将进一步造成局部软组织损伤并破坏血

供"增加组织坏死#感染#骨不连等风险"因此仍推荐

使用外固定! 笔者采用跨越整个延长间隙的
;(<

外

固定"断端自体髂骨植骨"术后坚持负重活动及逐步

$动力化%&在达到骨折临床愈合标准后"逐步增加负

重"鼓励弃拐独立行走"逐一拆除固定螺钉"逐步增

加局部应力刺激以促进骨愈合!最终拆除钢板后"均

未再发生骨折!

综上所述" 虽然骨搬移技术可以有效解决传统

手术方法难以处理的慢性骨髓炎伴节段性骨缺损的

临床难题"但不可否认其并发症多且发生率高"尤其

在骨愈合方面的并发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临床

应用并且影响最终的临床疗效! 以上是笔者的一些

经验以及可行的解决方法" 由于本研究回为顾性研

究"且样本数量有限"故相关结论尚有待于进一步的

研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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