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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单纯性脓骨滑车骨折的治疗

陕西省镇安县医院 ∀ # ∃ ! !% 陈则顺 马彦邵

我院 自  ∃ 年以来以斯氏针交叉内固定治疗小 讨 论

儿单纯性肪骨滑车骨折 & 例
,

效果满意
,

现报告如下
。 ∋

小儿单纯性滑车骨折损伤机理
(

追溯本组 & 例

临床资料 的外伤过程
,

大多为肘关节屈曲位
,

前臂旋前
,

手掌着

本组 & 例中
,

男 例
,

女 ) 例
∗

年龄 &
∋

∃一 + 岁
∗

地
,

尺挠骨的传导暴力使肚骨远端骨髓受顶压而向后

左侧 + 例
,

右侧 , 例 ∗ 新鲜损伤 ) 例
,

陈旧性损伤 例 ∗ 移位
,

使脆弱的滑车向后移位及脱落
,

随着肘部的活动

伤后至手术时间最短 天
,

最长半年
。

及手法整复
,

脱落的光滑骨块又移入关节腔 ∗ 或由于肘

治疗方法 关节屈曲
,

肘部直接着地
,

尺骨鹰嘴的传导暴力直接作

臂丛麻醉
,

取肘后正中
“

−’’ 型切 口
,

逐层进入关 用于滑车部
,

使滑车被挤压向前推出
。

由于滑车周围无

节腔
,

充分暴露肘关节面
,

清除积血及新生肉芽组织
,

软组织包裹及附着
,

加之滑车软骨面的光滑
,

因此
,

不

复位前将骨折面彻底搔刮
。

将骨折块达到解剖对位
。

然 论滑车骨折的内移及外移
,

均可使骨块游离于关节腔

后从肚骨外上裸下 !
∋

∃一 . / 处由外 向内横行穿一斯 内
。

氏针
,

穿入骨折块过对侧
,

但不穿出对侧骨皮质
。

用同 么 诊断
(

由于肪骨远端包括内外上裸
、

肪骨小头
、

样方法从内上裸向外穿一斯氏针经骨折块达对侧
。

两 滑车四个骨髓
,

各翡核出现时间
、

形状
、

位置以及愈合

针不能在一个平面上
,

将骨折块牢牢固定
,

恢复正常的 的时间不同
,

给诊断带来一定的困难
,

加之本病在临床

关节面
,

两针尾留在内外上裸皮下 !
∋

01 /
。

活动肘关 上不多见
,

2 线不显影
,

往往造成误诊
。

在诊断上要结

节
,

观察骨块在屈伸时稳定后
,

石膏托固定于功能位 合临床症状的体征全面的分析综合判断
,

才能得出正

置
。

术后 ) 周拆除石膏
,

开始锻炼肘关节屈伸活动
,

 确的诊断
。

笔者通过本组病例分析
,

大多数患儿均有肘

周后拔除钢针
,

继续加强功能锻炼
。

部环形肿胀
、

肘关节处于伸直位畸形
、

屈曲受限
,

无神

治疗结果 经血管损伤
,

个别病例可在肘前方触及游离的骨块
,

3

本组资料表明
,

不同类型的滑车骨折经切开内固 线造影可见滑车部缺损
、

毛糙
、

边缘不整
,

手法复位又

定
,

均可获得满意效果
。

积极的功能锻炼是恢复肘部功 往往得不到理想的效果
。

临床误诊较高是由于
(

只注

能的重要因素
。

本组  例在术后 !一 ∀ 周拍片复查
,

均 意了明显的骨折及脱位
,

忽略了滑车骨折的存在
# ∃ %

有骨痴生成
,

两月后肘关节活动自如
,

功能良好
。

 例 线片无法判断
,

特别是 & 岁以下小儿 # ∋ 易与撕脱性

均获得随访 年一( 年  个月
。

疗效评定标准及疗效
)

骨筋分离混淆
。

优 ∗ 例
,

切 口无感染
,

伤口一期愈合
,

无创伤性关节炎
、

+, 鉴别诊断
)

单纯性滑车骨折易与低位性裸间骨

骨化性肌炎及肌萎缩情况
,

肘关节屈 伸自如
#
良  例

,

折相混淆
。

但
,

前者肘后关节三点关系正常
,

后者三点

有创伤性关节炎
,

关节屈 曲轻度受限
,

无畸形出现
#
差 关节失常 # − 线片上

,

前者挠骨纵轴线与肪骨小头的关

例
,

关节屈曲严重受限
,

伸直位
,

僵硬创伤性关节炎 系不论正侧位均在一条线上
,

而后者则关系破坏
#
关节

并有关节畸形
。

 例中
,

有 . 例平均术后 + 个月愈合
,

造影
,

前者可见滑车骨折部缺损
、

毛糙
,

而后者由于关

愈合率为 ∗ / #
发生肘关节尺偏 0 例

,

是由于多次整复 节囊的撕裂
,

造影剂向肪骨骨折间隙外溢
。

破坏了挠侧的骨髓
,

使砺核缺血坏死所致
。

本组未发现 至于应与之鉴别的肪骨小头骨能分离
,

其肿胀发

滑车有缺血坏死的情况
,

这是因为
)

手术达到了解剖 生于外裸及内裸
,

早期不发生环形肿胀
,

并可扣及骨

对位
,

固定牢固
,

有利于骨折的愈合 # ∃ 骨髓端血运较 块
,

其 − 线片示挠骨纵轴线不能通过肪骨小头骨能中

丰富
,

使骨折块有足够的血液供应 # ∋ 本组病例均为儿 心
,

可看到分离的骨块
。

童
,

愈合能力较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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