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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锁关节脱位作为肩

部的常见损伤!随着交通发

达和建筑的发展!交通事故

和高处坠落使本病有逐年

上升趋势"在诊断和分型方

面!逐渐趋向统一#通过病

史$体格检查$结合影像学

检查使诊断得以明确"从早

期的
$

度分类到目前广泛

被认可的
9.:;<..=

%

>

&

?

型

分类#

>

度和
!

度与
!

型和
"

型相对应'而
$

度包含

了
#

$

$

$

%

$

&

型" 在治疗方面#

>

度和
!

度即
!

型

和
"

型临床上普遍认可通过保守治疗可以获得满意

的疗效'而
$

度中
#

$

$

$

%

$

&

型的治疗#

#

型损伤

仍存有争议!而
$

$

%

$

&

型采用手术复位和稳定治

疗" 至今尚未有一种为所有临床创伤骨科医师接受

和选择的治疗肩锁关节脱位的手术方法!也就是#迄

今为止!金标准尚未建立" 本期沈杰枫等%

!

&

$吴在顶

等%

$

&

$马中兴等%

@

&分别报道了所在团队对肩锁关节脱

位的手术方法和治疗经验! 相信对于今后临床创伤

骨科医师在肩锁关节脱位治疗方法选择上可以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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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锁关节复合体

肩锁关节是由锁骨远端和肩胛骨(肩峰)形成的

一个关节"相对应的关节面被透明软骨覆盖!关节内

有一个纤维软骨盘!在生命的第
!

至第
@

个
>"

年间

迅速退化!大小$形状和完整性各不相同%

A

&

" 肩锁关

节作为肩带和轴向骨骼之间的纽带! 促进滑动和旋

转运动"更具体地说!它作为肩胛胸(

B:)/17.-&.,):':

!

C0

)!盂肱(

47D(.&12D,)7

!

EF

)和胸锁关节(

B-D,(.:7)G

':17),

!

C%

)之间的协调连接!并允许生理运动" 通过

动态和静态贡献实现关节的稳定" 为关节提供静态

稳定的重要解剖结构包括关节囊$ 肩锁关节和喙锁

韧带复合体"关节囊相对较薄!但直接有助于关节稳

定性!关节囊增厚称为关节韧带"肩锁关节韧带复合

体横跨在肩峰和锁骨远端之间! 被多位作者描述为

具有前$后$上和下组成部分'然而!许多尸体研究未

能在
A"H

的时间内识别下韧带"

8);)I)<)

等%

?

&将韧

带分为两部分#上后韧带(

B1/D,./.B-D,'.,

!

CJ

)和前韧

带(

)(-D,.'(KD,'.,

!

3L

)" 尽管存在一致的关节韧带!但

骶髂关节韧带的厚度和位置各不相同! 仅
@!H

的被

调查肩部跨越关节的下部"从生物力学角度来说!韧

带主要负责抵抗前后关节的平移! 同时提供额外的

约束来抵抗锁骨的后轴旋转" 与喙锁韧带复合体相

比!肩锁韧带复合体通常首先失效!这意味着肩锁韧

带复合体可能负责抵抗相对较小的位移力矩! 而喙

锁韧带复合体抵抗较大的位移力矩" 喙锁韧带复合

体由两部分组成#锥形韧带和梯形韧带!分别位于前

内侧和后外侧! 横跨在锁骨下$ 远端和喙突底部之

间"这些韧带一起提供上下静态交流关节稳定!梯形

是更强的韧带"此外!它们还提供旋转稳定性和肩胛

骨的伸展和收缩稳定性" 锥形韧带起源于喙突上内

侧!在锁骨锥形结节上向外侧广泛延伸" 类似地!梯

形起源于喙突的上内侧表面!在锥突之前!并在锁骨

梯形线上狭窄地插入!在锥突结节之前"两个韧带的

分叉路线和不同的连接证明了在外科重建过程中必

重视肩锁关节复合体修复以提高不稳定肩锁关节

脱位疗效

邢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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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考虑的个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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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可靠的锁骨韧带

止点可以计算为锁骨总长度的百分比$$$梯形和锥

形分别从远端附着锁骨总长度的
<;=

和
$<=

%

%&)&7)

等 "

#

#定量地发现喙锁韧带&

>.,)>.>7)?'>17),

'

%%

(锁骨插入距离外侧关节线平均为
<@5; 22

'足迹

在锁骨上的平均长度为
!@5A 22

% 此外'从喙突顶点

到梯形和锥形韧带中心的平均距离分别为 &

!;5"B

$5$

(

22

和&

$$5CB$5$

(

22

%

!

治疗方法的选择

!" #

非手术治疗

对于
<

度和
!

度肩锁关节损伤即
9.>DE..F!

)

"

型肩锁关节脱位普遍采用非手术治疗% 这些损伤

的治疗通常包括止痛药) 冷冻疗法和使用
<G!

周的

吊带'鼓励早期活动'并在疼痛允许的情况下解除吊

带% 对于
$

度肩锁关节损伤中
9.>DE..F #H$

型损

伤通常采用手术方式治疗% 而对于
$

度中的
%

型损

伤的最佳治疗方法' 以及非手术治疗试验的新证据

&即使对于
%

型损伤( 仍存在争议% 由于研究显示

#"=

的患者在
%

型损伤的情况下接受了非手术治

疗'获得了良好至优良的结果'多位作者现在主张对

%

型损伤进行初始保守治疗' 并且只有在非手术治

疗试验失败时才采用手术治疗"

C

#

% 确定哪些可能失

败的治疗方案是决定更积极的治疗方案的关键'包

括早期手术干预' 因为有证据表明对急性治疗的患

者保守治疗引发的慢性损伤比手术治疗带来的损伤

导致更多的损害"

<"

#

% 患者的生活方式和需求是在被

认为是
%

型损伤中提倡手术的决定性因素%此外'进

行常规活动的患者可能需要手术治疗以获得最佳的

临床结果&如军队人群(

"

<<

#

% 在这些对持续性关节不

稳定耐受性较差的人群中' 已经描述了多种影像学

技术来评估关节的动态不稳定性%

I.(-J2/.

等 "

<!

#

描述了使用横臂内收位片通过肩锁关节上的锁骨重

叠来识别水平关节不稳定%

37JK)(FJ,

"

<$

#描述了通过

横臂内收位获得双侧肩部的肩胛骨
&

位片' 以允许

直接比较关节重叠% 这些应力位片可用于确定在高

危人群中何时需要早期手术干预% 也有
@

型损伤的

患者可以接受非手术治疗% 即使在军队等高需求人

群中'

L,17

等 "

<M

#也证明'当最初采用保守治疗时 '

'

型损伤患者可以获得相同的比率和时间恢复工

作% 他们还发现'与喙锁韧带距离的变化相比'锁骨

总位移是一个更可靠的指标' 可用于确定非手术治

疗失败的患者%

!" !

手术治疗

!" !" $

手术时机 肩锁关节韧带在损伤后
$

周内

失去愈合的潜力%在关节脱位中'急性通常定义为小

于
$

周'慢性定义为大于
A

周%但对于
%

型损伤可能

需要最初的非手术治疗'通常持续
<

个月*因此'在

临床上对于
%

型损伤将急性定义为小于
$

周是不现

实的%出于这个原因'一些作者提出了一个
A

个月的

阈值来确定慢性关节损伤'本期沈杰枫等"

!

#将
9.>DN

E..F"

型肩锁关节脱位纳入手术'在入组的
!#

例患

者的
9.>DE..F %

型占
!!

例 ' 采用小切口完成

0'4&-9./J

固定治疗新鲜肩锁关节脱位的治疗'取得

了较为满意的临床疗效% 对于
%

型损伤希望今后有

更多的保守和手术治疗病例随访来证实是首选保守

或首选手术治疗%对于
$

度中
#

)

'

)

$

型患者'当手

术被确定为最佳治疗时'与延迟手术重建相比'笔者

主张早期手术干预%

!% !" !

手术方法 对于急性损伤'笔者在早期复位

后曾采用克氏针或螺钉固定' 恢复了原生关节附近

的强度'同时保留了完整的喙锁韧带%长期临床结果

表明'与微创克氏针固定相比'

I.:E.,-&

螺钉技术是

可靠的' 并且在功能和疼痛程度方面提供了足够的

复位和较好的预后%与克氏针固定相比'螺钉固定在

早期感染率和关节骨关节炎&关节内与关节外固定(

的较低发生率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笔者也曾采用在

复位克氏针固定基础上' 选择喙突带肌止点上移固

定于锁骨上'通过长期观察随访'具有较为肯定的疗

效%与螺钉固定直接比较'钩钢板固定装置的应用显

示出作为治疗肩锁关节脱位损伤的替代植入物的前

景%目前仍然是临床上较为普遍的使用方法'与螺钉

固定相比' 使用钩钢板治疗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较

低 '但不显著 '常量评分和患者满意度显著较

高"

<@H<#

#

%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逐渐减小'

钩钢板使用的最大问题是存在肩峰下撞击的可能

性% 术后
$

个月拆除锁骨钩钢板是否能会降低术后

疼痛和并发症发生率'有待大家随访统计%本期沈杰

枫等 "

!

#

)吴在顶等 "

$

#

)马中兴等 "

M

#更加注重了肩锁关

节复合体修复' 如此使用低姿态悬吊装置对相关急

性关节脱位的外科治疗变得更加微创% 悬挂装置的

优点之一是不需要拆除% 在临床上比较悬吊装置与

附加同种异体肌腱或自体肌腱固定显示了其优势%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提高肩锁关节脱位

治疗效果务必重视基础研究' 尤其重视肩锁关节复

合体的深入研究*对于肩关节镜辅助下的操作'更需

要施术者花较长时间去训练掌握关节镜操作技能"

<C

#

'

较长时间的学习曲线会阻碍其推广' 当然'

OP0

形

式和推广' 创伤骨科医师和运动医学医师的合作将

会改变这一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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