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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锁关节脱位是一种临床常见的肩部损伤"发

生率占全身骨折脱位的
F5FGHI5J#G

" 占肩部损伤

>!G

#

>

$

% 肩锁关节脱位的临床分型有多种方法"但

K.@LM..C

分型 #

!

$较为常用"对于
K.@LM..C !N"

型

的肩锁关节脱位"肩锁韧带及喙锁韧带均发生断裂"

造成肩关节在水平与垂直方向不稳定" 影响肩关节

及上肢的活动"所以多需要手术治疗%临床上常用锁

骨钩钢板固定&克氏针张力带固定&螺钉固定等"术

后多出现肩痛&肩峰下撞击&骨溶解&脱钩&肩关节外

展受限等并发症#

$

$

"而且须二次手术取出内固定"取

出后再脱位发生率较高%用
O.1P7AN9(C.P1--.(

钢板

重建喙锁韧带治疗肩锁关节脱位取得满意效果"但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随访时间的延长"发现复位丢失&

关节盘源性疼痛&应力性骨折等并发症#

F

$

% 自
!">?

年

$

月至
!">J

年
>

月 " 我院采用改良
O.1P7AN9(Q

C.P1--.(

技术重建喙锁韧带联合
8'@A

结修复肩锁韧

带治疗
K.@LM..C !N"

型肩锁关节脱位
!$

例"取得

改良 O.1P7AN9(C.P1--.(技术并 8'@A结治疗

K.@LM..C !!"型肩锁关节脱位

马中兴!杜银华!吴栋

'张家港市第六人民医院"江苏 苏州
!>I?""

(

!摘要" 目的! 探讨改良
O.1P7AN9(C.P1--.(

技术联合
8'@A

结修复肩锁韧带治疗
K.@LM..C !!"

型肩锁关节脱

位的临床疗效" 方法!自
!">?

年
$

月至
!">J

年
>

月采用改良
O.1P7AN9(C.P1--.(

技术重建喙锁韧带联合
8'@A

结修复

肩锁韧带治疗
!$

例
K.@LM..C !!"

型肩锁关节脱位患者#其中男
>#

例$女
I

例%年龄
$>HI$

&

F$5!RI5F

'岁%左侧
J

例$

右侧
>F

例%受伤至手术时间为
>H>" C

"术前均行双侧肩关节正位
S

线片及患肩关节
%0

三维重建$术后观察患者并发

症情况$术后
?

个月时采用
O3TU

及
%.(B-)(-ND1,7AV

评分评估治疗效果" 结果!术后切口均
#

期愈合$无血管(神经损

伤及应力性骨折等并发症发生" 所有患者获得随访$时间
?H!F

)

>!5"RF5J

*个月+ 术后
?

个月随访时
O3TU

评分
"5F"R

"5>"

较术前
>J5#"RF5I"

降低%

%.(B-)(-ND1,7AV

评分
JF5!"RF5!"

较术前
$#5?"R$5J"

提高 " 结论 ! 采用改良
O.1P7AN

9(C.P1--.(

技术并
8'@A

结治疗
K.@LM..C!!"

型肩锁关节脱位早期临床疗效满意$远期疗效和并发症需进一步随访"

!关键词" 肩锁关节% 肩脱位% 韧带% 内固定器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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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疗效!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 !

病例选择

诊断标准#有明确的肩部撞击受伤史$肩锁关节

部压痛!琴键征阳性$肩关节双侧对比应力位
9

线

片及患肩关节
%0

三维重建可助诊断" 纳入标准#年

龄
:#;<"

岁$ 新鲜闭合性
=.>?@..A!!"

型肩锁关

节脱位$无严重骨质疏松"排除标准#合并喙突%锁骨

骨折$狭窄变异的喙突$开放伤$合并神经血管损伤$

局部或其他部位尚有活动性感染$既往肩部手术史%

精神病病史"

!" #

临床资料

本组
!$

例患者!男
:#

例!女
B

例$年龄
$:;B$

&

C$5!DB5C

'岁$左侧
E

例!右侧
:C

例"致伤原因#车祸

伤
:"

例!坠落伤
#

例!跌伤
B

" 按
=.>?@..A

分型(

!

)

!

!

型
!"

例!

"

型
$

例"所有病例为闭合性骨折!受伤

至手术时间
:;:" A

!无血管神经及同侧肩部损伤"术

前均行双侧肩关节应力位
9

线片及患肩关节
%0

三

维重建"

!" $

治疗方法

!" $" !

手术方法 在臂丛神经阻滞麻醉下!采用沙

滩椅位!患肩垫高" 消毒患侧上肢及上胸部!贴外科

保护膜!在喙突至肩锁关节上方做倒*

F

+形切口!长

约
G >2

" 显露锁骨外侧段及肩锁关节!若关节盘破

裂则需清理切除" 牵开三角肌显露喙突尖部及喙锁

间隙!在喙突下用剥离子阻挡保护血管神经束!用导

针自上而下贯穿喙突基底部中央钻孔!

%

形臂
9

线

机透视确认位置理想!用
C5B 22

空心钻扩孔" 复位

肩锁关节!用
:;!

枚直径为
!5" 22

的克氏针经肩峰

从锁骨外上方穿出临时固定" 以锥状韧带在锁骨止

点为参考!用
C5" 22

钻头在锁骨前
: H $

处钻孔" 测

量锁骨上与喙突下的距离! 选择比测量值稍长的

I(A.J1--.(

环形袢&施乐辉公司'!将
!

根
!

号
I-&'K

J.(A

缝线穿过
I(A.J1--.(

钢板外侧缘的
!

个孔!用

钢丝从下向上将缝线和袢牵引通过喙突孔! 分解出

:

根缝线!再将环形袢和另
:

根缝线拉至锁骨上面!

于袢的下方置入第
!

枚
I(A.J1--.(

钢板! 将伴行的

缝线分别穿过第
!

枚
I(A.J1--.(

钢板上外侧缘的

!

个孔!翻转使其紧靠锁骨平放!将缝线打结固定环

形绊!完成喙锁韧带锥状韧带部分的重建"以斜方韧

带止点为参考!于锁骨上第
:

个孔道外侧约
: >2

%锁

骨的前
: H $

处!用
!5B 22

钻头钻孔!将留置喙突上

方的缝线穿过该孔!拉紧打结!完成喙锁韧带的斜方

韧带部分的重建!修复后呈三角形稳定状态"拆除临

时固定克氏针!利用针道穿出
!

组&

C

股'跟腱缝合

线!分别打
8'>L

结收紧固定肩锁关节!修复残存的

关节囊及肩锁韧带"再次透视确定钢板放置良好!肩

锁关节复位满意后!修复三角肌及斜方肌筋膜!关闭

切口"

!" $" #

术后处理 术后患侧肢体颈腕带悬吊制动

$;C

周" 术后第
!

天根据患者疼痛耐受程度行钟摆

锻炼!

!

周后被动外展% 前屈锻炼!

C

周后主动外展%

上举%旋转功能锻炼!

G

周后开始非负重各方向主动

活动练习" 术后
$

个月开始抗阻力练习!恢复正常工作"

!" %

观察项目与方法

术后
:

%

$

%

G

个月进行门诊复查! 以后每隔
G

个

月复查
:

次" 术前及术后
G

个月随访时采用
M3NO

评分(

B

)及
%.(P-)(-QR1,7LS

评分 (

G

)评估患者疼痛及关

节功能"

M3NO

评分为患者自我功能评价!用于了解

术后肩关节功能受限程度以及患者主观感受!分
3

%

T

两部分#

3

部分
!$

个问题! 主要了解患者从事日

常活动的能力$

T

部分
<

个问题!主要调查患者上肢

不适症状$每个问题分
B

个等级!

M3NO

评分
"

表示

功能完全正常!

M3NO

评分上升至
:""

表示无功能"

%.(P-)(-QR1,7LS

评分总分
:""

分! 包括疼痛
:B

分!

日常活动
!"

分!主动活动范围
C"

分!力量
!B

分!满

分
:""

分$

E"U:""

分为优!

<B;#E

分为良!

G";<C

分

为中!

VG"

分为差"

!" &

统计学处理

采用
NWNN :!5"

统计学软件&

NWNN

公司!美国'

进行统计学处理!定量资料以均数
X

标准差&!

!

!"

'表

示! 手术前后比较采用配对设计定量资料的
#

检验

进行比较!以
$V"5"B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所有患者获得随访!时间
G;!C

&

:!5"XC5E

'个月"

术后无血管%神经损伤%感染%复位丢失及应力性骨

折等并发症发生"

$

例日常活动有轻微不适!

!

例肩

关节轻度疼痛!外展上举活动受限!

:

例力量较健侧

减弱" 本组患者术后
G

个月随访
M3NO

评分 &

";

C

分'较术前&

:C;!#

分'明显降低&

$V"5"B

!见表
:

'"

术后
G

个月随访
%.(P-)(-QR1,7LS

评分 &

#B;:""

分'

较术前&

!C;BB

分'明显提高&

$V"5"B

!见表
:

'" 典型

病例见图
:

"

$

讨论

$" !

改良
M.1J7LQI(A.J1--.(

钢板联合
8'>L

结技

术运用背景

M.1J7LQI(A.J1--.(

钢板技术治疗肩锁关节脱

位!因符合肩锁关节的生物解剖!从生物力学上重建

了肩锁关节的稳定性! 使肩锁关节获得早期的牢固

固定! 有利于早期功能锻炼等优势从而受到临床的

普遍关注" 我院在早期引进该技术治疗过程中发现

了一些问题#&

:

'

I(A.J1--.(

钢板最初主要用于交叉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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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肩锁关节脱位患者
"#

例术前后
$%&'

和
()*+,-*,./01234

评分比较!!

!

!"

"分#

5-67! ()89-1:+)* ); $%&'

!

()*+,-*,./01234 +<)13+ :* "# 9-,:3*,+ =:,> -<1)8:)<2-?:<02-1 @):*, A:+2)<-,:)* 63;)13 -*A -;,31

)931-,:)*

!!

!

!"

"

9:.,;

$

时间
<3=>

评分
%.(9-)(-?@1,7;A

评分

疼痛 日常活动 主动活动范围 力量 总分

术前
BC5#"DE5F" F5$GD!5$B G5!"DB5E" B$5#"D!5G" !5F"D!5!" $#5G"D$5C"

术后
G

个月
"5E"D"5B" BE5!#DB5H# B#5$"D!5B" $H5F"DB5G" B#5H"D$5F" CE5!"DE5!"

#

值
?$"5"#F !!5CCG $$5""F F!5"HH B$5" H!5"HG

$

值
"5""" "5""" "5""" "5""" "5""" "5"""

!"!# !$

%&

%' %(

%)

图
!

患者"男"

F!

岁"跌倒致右肩锁关节脱位%

I.:JK..L !

型$

!-7

术前右肩前后位
M

线

片示肩锁关节脱位
!67

术后第
!

天右肩前后位
M

线片示肩锁关节脱位已复位
!<7

术后
G

个

月右肩前后位
M

线片示肩锁关节复位维持良好"内固定无松动偏移
!A

!

!3

!

!;

!

!B7

术后

G

个月复诊右肩关节功能活动良好

C:B7! 3 F! A;), .7L 2)7; /)-';(- K'-& ,'4&- ):,.2'.:7)N':17), L'97.:)-'.( :)19;L OA P)77

!

I.:JQ

K..L !

$

!-7 R;P.,; ./;,)-'.(

"

3S M ,)A .P -&; ,'4&- 9&.17L;, 9&.K;L L'97.:)-'.( .P ):,.2'.:7)NQ

':17), T.'(- !67 +( -&; !(L L)A )P-;, ./;,)-'.(

"

3S M ,)A .P -&; ,'4&- 9&.17L;, 9&.K;L -&; L'97.:)Q

-'.( .P ):,.2'.:7)N':17), T.'(- &)L O;;( ,;L1:;L !<7 ='U 2.(-&9 )P-;, ./;,)-'.(

"

3S M ,)A .P -&;

,'4&- 9&.17L;, 9&.K;L -&; ,;L1:-'.( .P ):,.2'.:7)N':17), T.'(- K)9 2)'(-)'(;L K;77

"

)(L -&;,; K)9 (.

7..9;('(4 L;N')-'.( .P '(-;,()7 P'U)-'.( !A

!

!3

!

!;

!

!B7 0&; P1(:-'.()7 ):-'N'-A .P -&; ,'4&- 9&.17L;,

T.'(- K)9 4..L )- G 2.(-&9 )P-;, ./;,)-'.(

韧带重建"并非专为肩锁关节设计"临床使用时不是

很匹配&环形袢过长则张力不够"导致术后复位部分

丢失"过短术中锁骨上方
V(L.O1--.(

钢板很难插入"

术后肩锁关节过紧"患者有肩部疼痛或重压感"远期

出现钢板周围骨溶解甚至应力性骨折& !

!

$由于追求

微创"切口暴露有限"导针要在引导器和透视下盲穿并

反复调整" 喙锁通道制作过程误差较大"

V(L.O1--.(

钢板从上向下穿过锁骨和喙突需要钻出直径

E5F 22

的骨道"位置往往不是很理想"增加了喙突

及锁骨骨折和钢板滑脱的风险& 有学者测量'

H

(喙突

中部的左右宽度)男性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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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板技术

忽略肩锁关节软骨盘$ 关节囊及残余肩锁韧带的处

理%后期随着肩锁关节周围活动增加%引起关节盘源

性疼痛和肩锁关节半脱位甚至脱位# 国内学者报

道&

#EF

'

%在肩锁关节囊和肩锁韧带完整的情况下切断

喙锁韧带%锁骨没有明显活动%切断肩锁韧带后肩锁

关节完全脱位# 生物力学试验表明在肩锁关节脱位

的损伤机制中%肩锁韧带首先承受外界作用力%当肩

锁韧带完全断裂后喙锁韧带才开始承受作用力%要

充分认识肩锁韧带的稳定作用# !

>

"随着肩关节恢复

正常活动% 肩关节上举时锁骨的轴向旋转造成环形

袢在骨道口的切割%即(雨刮器效应)%使环形袢蠕变

强度下降%造成复位部分丢失&

9"

'

#

!" #

改良
?.1@7AEC(D.@1--.(

钢板联合
8'GA

结技

术特点

笔者针对
?.1@7AEC(D.@1--.(

钢板技术的不足

进行了改良*!

9

"术中采用直视下分次钻孔制作喙锁

通道% 先充分显露喙锁间隙% 在喙突基底部中央钻

孔% 再复位肩锁关节% 更换小一号钻头锁骨上方钻

孔# 明显提高了通道制作的准确性%避免反复穿刺%

降低了术后钢板偏移滑脱$喙突及锁骨骨折的风险#

!

!

"注意肩锁关节内的探查%清理或修整破裂的软骨

盘% 修复关节囊及残余肩锁韧带% 肩痛现象明显减

少# !

$

"选取比测量值稍长的环形袢能够满足弹性固

定的要求%但要注意不能过长#根据韧带走行用环形

袢重建的锥形曲面和
C-&'@.(D

缝线重建的梯形部分

使应力分解%强度和刚度优于自身喙锁韧带%获得即

刻生物学稳定# !

>

"重视肩锁韧带的稳定作用%目前

有采用锚钉
!

期修复肩锁韧带的报道&

99

'

# 笔者利用

临时固定肩锁关节的钉道%用跟腱缝合线打
8'GA

结

重建肩锁关节韧带%牢靠费用少%通过柔性固定%达

到了控制肩锁关节的前后移位%并保持一定的微动%

符合肩锁关节不能(过分固定)的原则#

!" !

改良
?.1@7AEC(D.@1--.(

钢板联合
8'GA

结技

术疗效和并发症分析

通过上述技术改良%本组术后
:

个月随诊
?3HI

评分及
%.(J-)(-EK1,7AL

评分均优于术前# 术后均未

见血管$神经损伤$感染$复位丢失及应力性骨折等

并发症发生# 术后
$

例日常活动有轻微不适%

!

例肩

关节轻度疼痛%外展上举活动受限%

9

例力量较健侧

减弱%均和没有按指导早期功能锻炼有关%导致康复

期延长# 改良
?.1@7AEC(D.@1--.(

技术并
8'GA

结治

疗
M.GNO..D"!#

型肩锁关节脱位目前尚缺乏明确

的远期疗效观察#本组病例及随访时间有限%样本量

不多%且缺乏病例对照研究%远期疗效和并发症需进

一步随访研究和更多病例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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