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踝关节扭伤中的内翻位踝关节扭伤最为常见%

约占踝关节扭伤的
>ST

&

#

'

( 在内翻位踝关节扭伤中%

最容易损伤距腓前韧带)

+*/6.)0. /+:0F)U3:+. :)A+46*/

%

Q2?V

$% 其次是跟腓韧带 *

B+:B+*60F)U3:+. :)A+46*/

%

'?V

$% 大约
ST

的患者存在
Q2?V

联合
'?V

损伤&

!

'

+

跟腓韧带解剖重建的解剖学研究

董伊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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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对跟腓韧带!

B+:B+*60F)U3:+. :)A+46*/

"

'?V

#止点相关数据的解剖学测量"为
'?V

重建提供解剖

学依据$ 方法%采用
!=

例成人尸体踝部标本"保留踝关节上方至少
!" B4

以及完整足部"男
88

例"女
8N

例&年龄
!!W

=#

'

&#ONX8=O!

(岁&左侧
$

例"右侧
8>

例$ 排除畸形)骨折)发育未完全及退行性病变* 对
'?V

进行解剖观察"测量
'?V

的形态参数"

'?V

腓骨侧+ 跟骨侧在坐标轴的坐标" 并测量
'?V

腓骨侧止点同腓骨尖)

'?V

跟骨侧止点同跟骨外侧

结节的距离"以及
'?V

同腓骨长轴的夹角, 结果%

!=

例人体踝关节标本中"

'?V

均为单束"

'?V

长度为'

%!O>%X>O8$

#

44

&

'?V

腓骨附着区中心点在坐标轴的位置为近端'

!O>=X8O!8

#

44

"变异系数
&!O8NT

&前方'

!OK>X8O%&

#

44

"变异系数

N&O&!T

,

'?V

跟骨附着区中心点在坐标轴的位置为远端'

8SO%!XSO%%

#

44

"变异系数
%&O=$T

&后方'

NO%>X!O8S

#

44

"变

异系数
%%O>NT

&

'?V

腓骨附着区中心点与腓骨尖的距离为'

&O>8XKO>!

#

44

"

'?V

跟骨附着区中心点与跟骨外侧结节的

距离为'

8=O!SX%O8!

#

44

&

'?V

同腓骨长轴的夹角为'

&%X8>

#

Y

, 结论%通过解剖研究发现可以通过踝关节周围解剖标记

点来定位
'?V

腓骨侧)跟骨侧止点"而
'?V

止点变异较大"在解剖重建时需考虑解剖学特点,

!关键词" 韧带& 解剖学& 踝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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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腓骨尖为原点建立
<=

垂直坐标轴! 测量
'>?

解剖止点中心

点"跟骨外侧结节的坐标

"#$%! @A/+B:)A( <= C6./)D+: D00.E)*+/6 +F)A G)/( H)B3:+ /)1 +A /(6 0.)I)*

!

+*E 46+A3.6 D00.E)*+/6A 0H '>? +//+D(46*/ +.6+ D6*/6. 10)*/ +*E D+:D+J

*63A :+/6.+: *0E6

图
&

连接
'>?

腓骨侧"跟骨侧解剖中心点!并测量其连线同腓骨长

轴的夹角

"#$%& '0**6D/ +*+/04)D+: D6*/6. 10)*/A 0H H)B3:+ A)E6 +*E D+:D+*63A A)E6

0H '>?

!

+*E 46+A3.6 +*I:6 B6/G66* D0**6D/)0* +*E :0*I +F)A 0H H)B3:+

由于
K2>?

损伤多见! 故目前的解剖学研究多集中

于
K2>?

#

%LM

$

!但对于
'>?

的解剖学研究较少% 因此!

本研究通过对踝关节标本
'>?

的精细解剖! 获取

'>?

在腓骨侧"跟骨侧止点的解剖学数据!明确
'>?

同腓骨长轴的关系!为
'>?

重建提供解剖学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

实验标本

采用
!N

例成人尸体踝部标本!保留踝关节上方

至少
!O D4

以及完整足部% 本研究尸体标本均有温

州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提供! 标本部分曾用于内踝

解剖研究!但其外踝处关节囊"韧带及软组织完整%

排除畸形"骨折"发育未完全及退行性病变% 标本中

男
88

例!女
8P

例&年龄
!!QN8

'

&87PR#N7!

(岁&左侧

$

例!右侧
#S

例%

!% &

实验仪器

踝关节固定器'自制(&医用解剖工具!包括手术

刀"血管钳"组织剪"拉钩"镊子等'苏州青牛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数显游标卡尺'精确度
O7O# 44

!桂林

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量角器'精确度
#T

!桂

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U5'LV<%MO

数码

相机'

5-;=

公司!日本(&

W(0/0A(01

图形智能处理软

件'

KU-X@ 5=52@Y5 Z;'-[W-[K2@U

公司!美国(%

!% '

实验方法

!% '% !

大体标本的解剖学观察和测量 保持室温

!M \

!提前半天踝关节标本解冻!将踝关节标本中立

位固定并进行解剖% '

8

(切口)外踝处弧形切口切开

皮肤!钝性剥离皮下组织% '

!

(

K2>?

)寻找外侧支持

带并切断!切除脂肪及底下的关节囊!切开关节囊!

完整显露
K2>?

% '

%

(

'>?

)拉钩显露外踝后下方!切

开腓骨长短肌腱腱鞘!并拉开腓骨长短肌腱!完整显

露
'>?

% 测量并记录
'>?

大体标本"形态参数!包括

'>?

的分束情况"长度的测量%

!% '% & '>?

止点的显露 在踝关节标本分离出

'>?

! 沿着韧带分别向腓骨和跟骨骨面方向做钝性

分离!分离过程中!注意保护韧带附着区的完整% 分

离至韧带骨面接触区时! 用记号笔标出韧带附着范

围!紧贴骨面将韧带切除!标出韧带附着区的几何中

心点'

'>?

附着区为一近似的椭圆形!将其最长轴与

最短轴的交点确定为其附着区的几何中心(%标记完

成后!去除阻挡视野的组织%

!% (

解剖学测量

测量测量
'>?

腓骨" 跟骨附着区的长轴和短

轴%踝关节取标准侧位!以外踝尖部为原点!建立
<

"

=

垂直坐标轴!

=

轴沿着腓骨长轴!

<

轴垂直腓骨长

轴!坐标轴平面垂直于地面!定义沿腓骨长轴为远近

方向!垂直腓骨长轴为前后方向%规定正值为近端和

前方!负值为远端和后方% 测量
'>?

腓骨侧"跟骨侧

解剖中心点以及跟骨外侧结节在坐标轴的坐标% 见

图
8

% 测量
'>?

腓骨侧止点和腓骨尖之间的距离"

'>?

和跟骨外侧结节的距离% 连接
'>?

腓骨侧"跟

骨侧解剖中心点!并测量其连线同腓骨长轴的夹角%

见图
!

%

标本解剖测量均由同一作者操作完成! 解剖学

数据测量另有
8

名独立的观察员测量!均测量
%

次!

统计时数据取
%

次测量数据的平均值%

!% )

统计学处理

采用
5W55 8!7O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定量资料

S&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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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均数
<

标准差!!

!

!"

"表示# 另通过公式变异系数
=

!标准差
>

均值"

?8""@

计算其坐标和
'AB

同腓骨长

轴的夹角的变异系数#

!

结果

!" #

大体形态结果

'AB

大体近似圆柱体$起自外踝前缘$向后倾斜

走行$止于跟骨外侧壁# 足中立位时$

'AB

走行为后

下方向#

!C

例标本中均为
'AB

单束#

'AB

平均长度

为!

%!7D% < D7#$

"

44

#

!" ! 'AB

腓骨侧%跟骨侧起止点结果

'AB

腓骨附着区为一近似的椭圆形$ 腓骨侧止

点长轴为!

E7#E<F7E&

"

44

$短轴为!

!7CD<F7C#

"

44

$

'AB

腓骨附着区中心点与腓骨尖的距离为 !

&7D#<

F7D!

"

44

# 其在在坐标轴的位置 &近端 !

!7DC <

#7!#

"

44

$变异系数
&!7#G@

'前方!

!7FD<#7%&

"

44

$

变异系数
G&7&!@

#

'AB

跟骨附着区为一近似的椭圆

形$ 跟骨侧止点长轴为 !

G7F!<#7D&

"

44

$ 短轴为

!

%7!&<#7%G

"

44

$

'AB

跟骨附着区中心点与腓骨尖

的距离为!

#$7E&<E7CC

"

44

$与跟骨外侧结节的距离

为 !

#C7!E<%7#!

"

44

# 其在在坐标轴的位置& 远端

!

#E7%!<E7%%

"

44

$变异系数
%&7C$@

'后方 !

G7%D <

!7#E

"

44

$变异系数
%%7DG@

#

跟骨外侧结节在坐标轴的位置& 远端 !

#C7C%<

%7E&

"

44

$变异系数
!F7&%@

'后方!

#7C!<F7&E

"

44

$

变异系数
!G7!G@

#

以变异系数衡量各解剖标记点在坐标轴中的相

对稳定性$跟骨外侧结节稳定性
H'AB

跟骨附着区中

心点
H'AB

腓骨侧附着区中心点#

!" $ 'AB

同腓骨长轴的夹角

'AB

同腓骨长轴的夹角为!

&%<#D

"

I

$变异系数

为
&87DG@

# 根据
'AB

同腓骨长轴的夹角进一步划

分 &

J!FI

有
#

例 !

%7C@

"'

!FIK%FI

有
E

例 !

8D7E@

"'

%FIK&FI

有
8F

例 !

%C@

"'

&FIKEFI

有
$

例 !

%%7%@

"'

HEFI

有
!

例!

C7&@

"#

$

讨论

$% & 'AB

附着区解剖学研究的目的

'AB

重建手术包括解剖重建和非解重建$ 非解

剖重建存在诸多弊端& 一是牺牲腓骨短肌腱进行肌

腱转位$ 而腓骨短肌腱本身就是外踝动态稳定的重

要结构 (

G

)

'二是非解剖重建无法恢复患者踝关节正

常的运动轨迹$更易出现踝关节骨性关节炎#故目前

运动医学的主流意见为解剖韧带重建$ 解剖重建需

要建立骨隧道穿入肌腱$保证移植物完成腱
L

骨的愈

合$故重建手术对
'AB

的走行%止点等解剖学数据

要求高# 而目前研究多集中在
M2AB

的解剖学研究$

或者仅对
'AB

的大体形态研究$未对
'AB

的解剖止

点以及同腓骨长轴的夹角进行研究# 故本研究对

'AB

在腓骨侧%跟骨侧的附着区进行解剖学研究$并

测量
'AB

同腓骨长轴的夹角$ 目的是为解剖重建

'AB

的优化提供了必要的解剖学依据#

$% ! 'AB

附着区和角度的分析

M2AB

存在分束且关于束支数目地争论较多$国

内的实用解剖学图谱未提及
M2AB

存在分束变异(

C

)

$

而国外报道
M2AB

存在分束并且多有变异情况(

%LE

)

#

相较于
M2AB

束支变异大$

'AB

束支很少存在变异(

D

)

#

本研究中
!C

例标本未发现
'AB

存在分束变异# 由

于临床上需要重建手术的多为陈旧性损伤患者$其

腓骨侧%跟骨侧韧带残端常无法辨认$同时其踝关节

囊% 支持带等周围的解剖结构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瘢

痕化$这需要寻找稳定性高%操作性强的解剖标记点

来定位
'AB

的腓骨侧%跟骨侧止点# 对于跟骨侧的

定位$笔者推荐选择跟骨外侧结节$原因如下&!

8

"跟

骨外侧结节表浅# 为腓骨长短肌腱在跟骨骨面走行

沿线上的骨性突起$术中容易寻找并标记# !

!

"该结

节稳定性高#

':+*/0*

等 (

E

)研究发现该结节是定位

'AB

跟骨附着点最具可行性的标志# 本研究发现跟

骨外侧结节稳定性良好$与
'AB

跟骨中心点的距离

为!

8C7!EN%78!

"

44

$术中触及该标记点后$可根据

坐标轴定位
'AB

跟骨中心点# 而腓骨侧的定位$选

择腓骨尖定位$本研究发现
'AB

腓骨侧中心点与腓

骨尖的距离为!

&7D8N"7D!

"

44

# 在侧位上$

'AB

同腓

骨长轴的夹角为!

&%N8D

"

I

$变异系数高达
&87DG@

$

这对于
'AB

解剖重建手术而言$准确选择合适角度

建立腓骨隧道将十分困难#然而笔者分析数据发现$

夹角介于
%"IOEFI

$ 高达
CF7%@

$ 而夹角介于
!FIK

EFI

$更高达
DD7C@

# 故在手术重建时$可以沿腓骨长

短肌找到跟骨外侧结节$ 定位好
'AB

跟骨侧后$可

选择上述的夹角范围寻找腓骨侧止点$ 最后根据腓

骨尖再次确认止点位置#

临床上解剖重建
'AB

$ 骨道钻取直径的选择取

决于移植物的直径$ 而移植物直径则取决于其原韧

带附着区的面积# 目前临床上一般钻取的骨隧道直

径为
E 44

(

$L##

)

#而本研究中$部分标本中
'AB

足印区

与腓骨尖端重叠$以变异系数衡量
'AB

腓骨止点相

对稳定性$发现
'AB

腓骨止点在坐标轴中的变异系

数非常大$其结果与
P6**Q

等(

#!

)研究一致# 本研究

测量发现
'AB

腓骨附着区中心点与腓骨尖的距离

仅为!

&7D#R F7D!

"

44

$而腓骨隧道直径需要
E 44

$

故解剖重建时应避免腓骨尖端的骨折爆裂#

$% $

本研究的意义和不足

基于本研究的结果$在进行
'AB

重建时$可利

用其止点周围的解剖点进行定位$并根据
'AB

同腓

D&$

" "



!"#$ !"!#% $&' %&(' $) '()*+ , -./(01 2.+34+

!

5617!"!8

!

90:7%&

!

;07$

骨长轴的夹角进行确认! 但操作建立腓骨隧道时仍

需注意避免腓骨尖端的骨折爆裂"导致手术失败!

本研究对
'<=

附着区的解剖进行了研究"同时

进一步测量了
'<=

的止点同周围解剖点的距离和

'<=

同腓骨长轴的夹角"为临床解剖重建
'<=

提供

了解剖学依据! 然而"本研究受到标本数量#实验条

件等的限制"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局限性"仍待更多的

解剖学研究来进一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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