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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量损伤导致的长骨骨折多见于股骨及胫骨 骨折%其中又以胫骨骨折常见&胫骨骨折多发生于中

下段%因血供中断%易发生延迟愈合甚至不愈合'并

且胫骨位于皮下% 骨折端刺破皮肤又易发生开放性

损伤& 目前临床上主要的手术治疗方法为髓内钉(

钢板和外固定支架 )

8

*

& 桥接组合式内固定系统

+

6-(@A5 :()W .J05 G/36()5@ ().5-)*: D(X*.(/) LJL.53

%

Y&4I

$是一种兼具内外固定功能的新型骨折固定装

置%集钢板(髓内钉及外固定为一体%治疗全身各处

桥接组合式内固定系统外固定治疗开放性胫骨

中下段骨折

汪亮!王忍!顾卫东!熊亚林!吉林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骨科%江苏 常州
!8$M88

$

!摘要" 目的!探讨采用桥接组合式内固定系统"

6-(@A5 :()W G/36()5@ D(X*.(/) LJL.53

#

Y&4I

$外固定治疗开放性胫

骨中下段骨折的临床疗效% 方法!自
!M8O

年
8M

月至
!M8Z

年
P

月&采用
Y&4I

外固定治疗
88

例开放性胫骨骨折患者&

其中男
Z

例&女
%

例'年龄
!$[O=

岁&平均
%%S!

岁'病程
Z[8" @

% 所有骨折为开放性胫腓骨中下段骨折% 骨折按
T,

分

型!

T

型
=

例&

Y

型
=

例&

&

型
8

例'按
U2L.(:/\T)@5-L/)

分型均为
!

型% 观察患者的骨折愈合时间及术后并发症情况&

并采用
+/')5-\<-2'L

标准对临床疗效进行评价% 结果!

##

例患者均获得随访&时间
Z[#$

个月&平均
#MS#

个月'骨折愈

合时间
%[]

个月&平均
OS!

个月'

Y&4I

拆除时间
=[##

个月&平均
ZS]

个月% 术后均无螺钉松动及桥接系统断裂等情况

发生&其中
#

例患者术后出现胫骨前侧近端及远端钉道相继感染&经抗炎及换药处理后治愈% 根据
+/')5-\<-2'L

评价

标准&本组优
]

例&良
$

例%结论!桥接组合式内固定系统可经外固定方式治疗开放性胫骨中下段骨折&其体积小(使用

灵活(立体固定(弹性固定&不仅能有效降低组织损伤&促进骨折愈合&且具有术后并发症少(患肢功能恢复好的优点%

!关键词" 胫骨骨折' 骨折固定术' 外科手术

中图分类号!

VO]$S%!

!"#

#

#MS#!!MM ^ FS(LL)S#??$\??$%S!?!#S?!S?#?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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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胫骨中下段骨折患者
!!

例术前一般资料

"#$%! &'()*('#+,-( .(/('#0 1#+# )2 !! *#+,(/+3 4,+5 )*(/ 6,110( #/1 0)4(' +,$,#0 2'#7+8'(3

患者序号 性别 年龄!岁" 受伤原因
<2=.(:/>?)@5-=/)

分型
?,

分型 病程!

@

" 合并其他骨折

8

男
%A

车祸
!

型
?$

型
8"

腓骨#锁骨#肋骨

!

男
$B

车祸
!

型
C$

型
D

腓骨

$

女
EF

砸伤
!

型
C8

型
B

腓骨

%

男
!$

高处坠落
!

型
?!

型
A

腰椎#腓骨

F

男
$!

车祸
!

型
?8

型
A

腓骨

E

男
%B

砸伤
!

型
C$

型
D

腓骨

A

女
F8

车祸
!

型
C!

型
B

腓骨

B

男
$%

高处坠落
!

型
?!

型
B

骨盆#腓骨

D

男
FE

高处坠落
!

型
&8

型
8G

胸椎#腓骨

8"

女
%$

车祸
!

型
C8

型
B

腓骨

88

女
%D

车祸
!

型
?!

型
A

肋骨#腓骨

如四肢#骨盆等简单及复杂骨折$ 研究表明%

!

&

'采用

锁定加压钢板外固定治疗胫骨中下段骨折可取得良

好的临床疗效( 自
!"8E

年
8"

月至
!"8A

年
D

月'笔

者采用
C&4H

外固定治疗
88

例开放性胫骨中下段

骨折患者'疗效满意'现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

本组共
88

例'男
A

例'女
%

例)年龄
!$IEF

岁'

平均
%%7!

岁)病程
AI#G @

( 骨折按照
?,

分型 %

$

&

*

?

型
F

例'

C

型
F

例'

&

型
#

例)开放骨折均为
<2=.(J

:/>?)@5-=/)

分型%

%

&

!

型( 受伤原因*车祸
E

例'砸伤

!

例'高处坠落
$

例( 所有患者合并其他部位损伤'

包括腓骨骨折
##

例'锁骨骨折
#

例'肋骨骨折
!

例'

腰椎骨折
#

例'胸椎骨折
#

例'骨盆骨折
#

例( 所有

患者术前一般资料见表
#

(

9

治疗方法

9% !

手术方法

患者取仰卧位' 麻醉成功后大腿中上段绑扎止

血带'常规消毒+铺无菌巾单及贴膜( 先取腓骨外侧

切口'长约
B K3

'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及筋膜( 沿腓

骨长短肌间隙入路'显露骨折端'将
!

枚双棒双孔固

定块连接
!

根连接棒两端后放置于腓骨外侧' 钻孔

后
%

枚螺钉拧入对侧骨皮质'钉尾不锁定'然后利用

撑开钳于两固定块间撑开腓骨断端' 复位后再拧出

螺钉'测深并拧入
%

枚锁定螺钉(

&

形臂
L

线机透视

下见内固定在位后冲洗切口'彻底止血'然后逐层缝

合切口(手法复位胫骨骨折断端'将一单棒两端各连

接
#

枚单棒双孔固定块' 套筒固定并放置于胫骨前

侧'悬空
#7GI#7F K3

'于固定块孔正下方做四处皮肤

小切口'约
#7G K3

'钻孔并测深'在骨折两端各拧入

!

枚锁定螺钉并将单棒悬空锁定( 同样的方法在胫

骨内侧悬空固定另一连接棒(

&

形臂
L

线机透视

下见锁定螺钉在位且长短合适后乙醇纱布包裹

钉眼(

9% 9

术后处理

术后常规抗生素预防感染
#I$ @

'

!I$ @

开始行

膝关节及踝关节主动屈伸功能锻炼'

!

周后持双拐

渐进性负重行走'

#!

周后根据骨痂生成情况部分性

负重行走( 术后每月复查
L

线片'根据骨折愈合情

况拆除外固定(

:

结果

本组
##

例患者均获得随访'时间
AI#$

个月'平

均
#G7#

个月) 骨折愈合时间
%IB

个月' 平均
E7!

个

月'桥接外固定拆除时间
FI##

个月'平均
A7B

个月(

术后无螺钉松动及桥接系统断裂等情况发生' 其中

#

例患者分别于术后
!F @

及
FF @

胫骨前侧近端及

远端钉道相继出现感染'经抗炎及换药处理后治愈(

根据
+/')5->M-2'=

%

F

&评价标准!见表
!

"'本组患者优

B

例'良
$

例(

##

例患者术后一般情况见表
$

( 典型

病例图片见图
#>!

(

;

讨论

;% !

胫骨中下段骨折治疗方法的选择

胫骨中下段骨折的治疗一直备受争议' 治疗方

法包括闭合复位石膏固定# 切开复位内固定# 髓内

钉#外固定等'各种方法都有其优劣( 保守治疗虽然

方便#经济'但容易导致骨折再移位'况且因无坚强

固定'功能锻炼将会受限'因此'骨折愈合必将延迟(

切开内固定可在直视下复位并坚强固定' 但因破坏

软组织及外骨膜血运'有引起皮肤坏死#骨髓炎甚至

截肢的可能(髓内钉虽有维持肢体长度'坚强固定及

创伤小的优势'但扩髓也会影响内骨膜血运'况且骨

折越靠近远端'易出现复位不良'骨折端发生摇摆'

导致骨不连的发生( 锁定钢板外固定虽然也有手术

操作简单'组织损伤小及去除方便的优点'但也存在

着孔距过宽且置钉方向固定的问题%

E

&

( 外固定支架

#%D

" "



!"#$ !"!#% !&' $%(' !) &'()* + ,-.'/0 1-*23*

!

4567!"!8

!

9/:7$%

!

;/7!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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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标准

,-./! "#$%&'()'*$+ +0#'1%2

表
3

开放性胫骨中下段骨折患者
44

例术后一般资料

,-.53 6#+7#8&'-719& 2&%&'-: ;-7- #< 44 8-71&%7+ =17$ #8&%

>1;;:& -%; :#=&' 71.1-: <'-07*'&+

项目 优 良 可 差

骨不连!骨髓炎!

截肢
无 无 无 无

神经血管障碍 无 轻微 中度 重度

畸形

内翻
<

外翻 无
!=>?= @=>8"= A8"=

前倾或后倾
"=>?= @=>8"= 88=>!"= A!"=

旋转
"=>?= @=>8"= 88=>!"= A!"=

缩短
">? 33 @>8" 33 88>!" 33 A!" 33

活动度

膝关节 正常
AB"C AD?C ED?C

踝关节 正常
AD?C A?FC E?FC

距下关节
AD?C A?FC E?FC

疼痛 无 偶尔 中度 重度

步态 正常 正常 不明显的跛行 明显跛行

费力的活动 能 受限 严重受限 不能

患者

序号

骨折愈合

时间"月#

G4&H

拆除

时间"月#

随访时间

"月#

+/')5-I

J-2'K

评分
并发症

# B ## #$

优 无

! D L ##

良 偶尔疼痛

$ ? @ L

优 钉眼感染

% @ B #F

优 无

? % ? B

优 无

@ ? @ D

良 轻度畸形

D @ D #F

优 无

B B #F #!

优 无

L ? D B

良 轻度畸形

#F D L ##

优 无

## D B #!

优 无

一般用于软组织损伤较重的开放性骨折$ 其并发症

发生率较高$如复位丢失!畸形愈合!钉道感染及笨

重与体积大而影响日常生活及穿着等%

?5 ! G&4H

外固定治疗胫骨中下段骨折的优缺点

本研究采用
G&4H

外固定治疗胫骨中下段骨

折$具有以下优势&"

#

#

G&4H

仅由连接棒!固定块!螺

钉构成$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减少了手术时间%

"

!

#术中无须切开过多软组织及剥离外骨膜$切口只

需
#7F M3

大小$术中出血少$有效降低组织损伤%

"

$

#

G&4H

可通过非平面整体固定$立体固定骨折$有

效地稳定骨折而避免螺钉拔出'其次$连接棒上的固

定块可根据需要能轴向移动及径向转动$使用灵活%

"

%

#

G&4H

为动态弹性固定$ 无应力遮挡和应力集中

效应$骨折愈合率高% "

?

#

G&4H

体积小$重量轻$早期

即可行功能锻炼$ 同时日常生活及穿着基本不受影

响% "

@

#外固定拆除方便$避免再次住院% 虽然
G&4H

具有以上优势$但也有其他外固定不足之处&首先$

坚强固定不如切开内固定 (

D

)

$故术后功能锻炼将受

限制%其次$钉眼处也会有感染的风险%另外$外固定

闭合复位不当易导致畸形愈合%

?5 3 G&4H

外固定治疗胫骨中下段骨折的疗效

本研究
##

例患者中
G&4H

均未发生断裂情况$

这是由于骨折固定后无应力集中效应%

G&4H

外固定

为混棒非平面结构$属于立体固定$能避免因应力集

中而导致外固定系统疲劳断裂 (

B

)

% 另一方面$

G&4H

立体固定结构在最大应力! 前屈及后屈应力作用下

均优于普通钢板$且保持较小的位移(

L

)

$骨折端因坚

强固定而更有利于骨折愈合$ 外固定断裂的发生率

便降低%

本研究患者骨折愈合时间为
%>B

个月$ 未出现

延迟愈合或不愈合$ 这是因为
G&4H

固定骨折为动

态弹性固定且无应力遮挡%在早期功能锻炼时$连接

棒上的固定块会随负重作用而轴向轻微移动$ 骨折

端便存在持续动态的压应力$ 应力作用会加快骨折

愈合(

#F

)

% 既往钢板内固定治疗容易出现骨折周围骨

质疏松而影响骨折愈合$

G&4H

由于无应力遮挡作用

避免了骨折周围局部骨皮质减少! 骨质疏松以及骨

强度减弱的风险(

##

)

%

本研究
#

例患者分别于术后
!? N

及
?? N

胫骨

前侧近端及远端相继出现钉道感染$ 经抗炎及换药

处理后治愈% 既往外固定治疗骨折的主要并发症为

钉眼感染$因此$术后抗炎治疗及定时护理尤为重

要$尤其在患者出院后%本例患者钉眼感染可能是在

出院后护理不善导致% 梅正峰等(

8!

)采用锁定钢板外

固定治疗胫骨中下段骨折后认为$钢板离开皮肤
!>

$ M3

为宜$否则外固定与皮肤距离太近可能因摩擦

而导致感染$尤其越靠近踝关节% 笔者认为$当骨折

越靠近踝关节$因解剖因素$外固定远端与皮肤的距

离可以适当调整$若过长$可能因骨折端固定不稳而

影响骨折愈合%

G&4H

连接棒为圆柱状$可以根据术

中要求任意方向折弯$ 或者直接使用干骺端解剖固

定块%本研究
$

例患者中
8

例早期偶尔出现疼痛$外

固定拆除后疼痛逐渐消失'

!

例可能由于手法复位

的缘故出现轻度畸形%

综上所述$

G&4H

是一种兼具外固定功能的内固

定装置$其具有体积小$结构简单$操作方便$使用灵

活$弹性固定$立体固定'组织损伤低$术中出血少'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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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患者!女!

<=

岁!左胫腓骨骨折
!"#

术前
>

线片示左胫腓骨中下段骨折
!$#

术后第
!

天正位
>

线片示骨折复位尚可
!%#

术后第
!

天

左小腿外固定图片
!&#

术后
!= ?

外观图示胫骨前侧近端钉眼出现红肿"渗出
!'#

术后
== ?

近端钉眼稍好转!远端又出现红肿"渗出
!(#

术

后
%

个月正位
>

线片示内骨痂已形成! 骨折线开始模糊
!)#

术后
=

个月正位
>

线片示骨折线基本消失
!*#

术后
<

个月正位
>

线片示桥接

外固定拆除!骨折愈合尚可

+,)#! 453*:5

!

<= @5*- /:? 0*.(5). A(.' :5B. .(6(* *)? B(62:* B-*C.2-5 !"# D-5/05-*.(E5 FD > -*@ G'/A5? B-*C.2-5G /B 3(??:5 -(H'. .(6(* *)? B(62:*

!$# FD > -*@ /) .'5 G5C/)? ?*@ G'/A5? B-*C.2-5 -5?2C.(/) A5-5 *CC50.*6:5 !%# D/G./05-*.(E5 *005*-*)5 /) .'5 !)? ?*@ G'/A5? 5I.5-)*: B(I*.(/) /B :5B.

:5H !&# D/G./05-*.(E5 *005*-*)C5 *. != ?*@G G'/A5? -5?)5GG *)? 5I2?*.(/) *005*-5? () .'5 0-/I(3*: *).5-(/- .(6(* !'# D/G./05-*.(E5 *005*-*)C5 *. ==

?*@G G'/A5? .'5 G@30./3 /B 0-/I(3*: )*(: 5@5 (30-/E5? G:(H'.:@

!

62. .'5 ?(G.*: 5)? /CC2--5? -5?)5GG *)? 5I2?*.(/) *H*() !(# D/G./05-*.(E5 FD > -*@ *. %

3/).'G G'/A5? ().5-)*: C*::2G B/-35? *)? B-*C.2-5 :()5 65H*) ./ 6:2- !)# D/G./05-*.(E5 FD > -*@ *. = 3/).'G G'/A5? B-*C.2-5 :()5 ?(G*005*-5? 6*G(C*::@

!*# D/G./05-*.(E5 FD > -*@ *. < 3/).'G G'/A5? J&4K A*G -53/E5? *)? B-*C.2-5 '5*:5? A5::

!"

!# !$

%&

%'

%(

%)

%*

术后并发症少!患肢功能恢复好!骨折愈合快#日常

生活及穿着无明显影响等优点$因此!对于开放性甚

至闭合性中下段胫骨骨折可采用
J&4K

外固定治

疗$ 但需注意其主要并发症为钉道感染!因此!在住

院期间及出院后钉眼应注意护理!防止感染!必要时

予以抗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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