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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急性筋膜间区综合症的治疗
山东青岛市市立医院 ∃# % % ∀ � � &

于 坷 于洪文 彭 明

摘要 急性筋膜间区综合症延误治疗时机会导致肢体残废甚至危及生命
。

对中轻度者可考虑保守治疗
,

严密

观察病情
、

制动
、

抬高患肢
、

及早应用 #∀ ∋甘落醉脱水
。

保守无效和重度筋膜间 区综合症应及早进行外科处理
,

不

应迟缓
。

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彻底减压
,

切除坏死组织
。

选择性减压
,

一期切开复位内固定及减张植皮是可行的
。

关健词 筋膜间区综合症 严密观察 减压 甘霉醉

筋膜间区综合症是肢体骨筋膜室 由于外部 筋膜间区综合症切开减压麻醉一般选用局

或内部压力原因
,

使室内组织压力逐渐增高
,

导 部麻醉
,

因某些综合症所致疼痛超过切开减压

致区间内容物
,

主要是肌肉与神经干发生进行 之手术疼痛
。

术中忌用止血带
,

切 口必须在肌

性缺血性坏死
,

出现肢体功能
、

感觉和血运障 肉丰富
、

肿胀严重的部位
,

尽量避免骨质外露
,

碍
,

甚至肢体坏死
、

肾功能衰竭死亡之综合症
。

注意勿损伤血管神经
。

局限于一区域或轻度者

本组病例均选择病情较严重且经手术减压或截 宜行皮肤中小切 口
,

筋膜用剪刀或半月板刀潜

肢的病人
。

行切开
,

但必须达减压目的
。

严重或张力大的

临床资料 应对受累肌肉筋膜分别切开
。

小腿深筋膜切开

本组共 # 例
,

男 #� 例
,

女 % 例
。

年龄  ( 术可采用小腿前外侧切 口
,

作胫前及外侧筋膜

%� 岁
,

平均年龄 !� 岁
。

其中小腿 �) 例
,

足 # 间隙减压
。

后 内侧切 口
,

先作小腿胫后浅筋膜

例
,

上臂 # 例
,

前臂 ! 例
,

三角肌 � 例
,

腕掌 间隙减压
,

然后将排肠肌
、

比目鱼肌向中线牵

� 例
。

开
,

沿胫后内缘切开胫后深筋膜间隙
。

前臂可

治疗方法 依情况作掌背侧 ∗ 形切 口
,

对前臂掌背侧筋膜

保守治疗
+

筋膜间区综合症发现迟早
,

治 间隙减压
。

腕
、

掌
、

足减压宜小切 口
,

避免肌

疗是否及时和治疗方法的选择
,

与后果绝对相 腿裸露
。

手术中扣按肌肉是否恢复柔软
,

若肌

关
。

所以早期要严密观察伤肢病情发展情况
。

对 张 力较高
,

可切开肌纤维鞘
。

术时可用双氧水

有中度肿胀
、

压痛
、

被动牵拉痛
、

远端动脉搏 冲洗创 口
,

特别是晚期减压有组织坏死时
,

可

动尚好者
。

要及早给予伤肢制动
、

抬高患肢
、

绝 预防厌氧菌生长
。

术后无菌敷料包扎 !一 , 天换

对禁止使用小夹板类过紧捆扎
,

静脉应用 #∀ ∋ 药
,

缝合皮肤切 口
。

缝合有困难的用切 口逐渐

甘露醇 # , ∀ −. / 地塞米松 0− 1
,

每 %一 �# 小时 拉拢法或植皮
。

固定患肢
,

进行被动活动防止

一次
。

根据血生化情况适当应用 , ∋碳酸氢钠 挛缩及关节强直
。

作者对于开放性不稳定骨折

静滴
,

碱化尿液
,

保护肾功能
,

抗菌素预防感 有时同时做内固定
,

特别对怀疑有大血管断裂

染
。

经有效治疗大部分病人可缓解而治愈
。

者在作内固定时
,

探查血管止血
,

清除血肿及

手术治疗
+

经短时间内保守治疗无效
,

而 坏死组织
,

切除部分无重要功能肌肉 ∃如小腿

肢体肿胀严重
,

疼痛难忍
,

上肢远端动脉搏动 排肠肌 & 减少腔容积
,

无张力下缝合筋膜或不

减弱或消失
,

特别被动牵拉痛
、

肢体麻木
、

血 缝合
。

术中即开始应用 #∀ ∋甘露醇
,

术后引流
。

运不佳
、

发展迅速者
,

应果断及时根据不同情 如皮肤缝合困难
,

可减张切 口
,

植皮消灭创面
,

况行筋膜室切开减压
,

或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 为了预防感染
,

可酌情应用抗菌素
,

并根据全

并血管探查减张植皮术
。

身情况补液
,

注意观察肾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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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结果

#  例中小腿挫压伤截肢 � 例
,

只有感觉
、

躁关节僵直无功能者 # 例
,

有部分功能障碍者

2 例
,

功能基本正常者 3 例
。

发生于上臂者 #

例均为使用小夹板不当
,

上肢坏死
,

其中 � 例

合并气性坏疽
、

破伤风死亡
,

� 例截肢
。

前臂 �

例伏克曼氏缺血性挛缩
,

# 例功能正常
。

三角肌

� 例系醉酒后卧位不当压伤致三 角肌部分坏

死
,

功能无大障碍
。

腕掌 � 例
,

骨间肌挛缩
,

经

松解术好转
。

足 # 例
,

功能基本正常
。

讨 论

筋膜间区综合症的发病机理有内因和外因

二个方面
。

内因为筋膜间区的解剖特点
,

由骨
、

骨间膜
、

肌间隔与筋膜组成的间隔区比较坚韧
,

无扩张余地
,

易于形成筋膜间区综合症
。

外因

即为外伤
,

当肢体遭砸压或其它外伤后
,

筋膜

区内由于肌肉出血
、

肿胀
,

使腔内压力增高
,

区

内淋巴或静脉回流阻力增加
,

而静脉压增高
。

当

达到血管
“

临界闭合压
”

时
,

组织小动脉血流

停止
,

由于组织血流灌注不足而缺血缺氧
,

致

使组织更加肿胀
。

如此循环
,

导致受累肌肉坏

死
,

神经麻痹
。

由于主要血管
、

神经走行于间

隔区与区间
,

一般肿胀不特别严重
,

间隔区内

压增高均不会大于该区间内动脉干收缩压
,

因

而通过该区间隔供给远端的动脉血流减少
,

但

不至中断
,

肢体远端会出现脉搏减弱或摸不清
,

但末端有血运不至坏死
。

亦有脉搏正常者
,

以

致误认为肢体血运未受到障碍
,

而不考虑本病

存在
。

一般认为
+

肌肉组织完全缺血 2 小时就

会产生功能改变
,

%一 ) 小时以后肌肉就可能发

生变性
,

甚至坏死
。

而且可增加感染机会
,

甚

至危及生命
。

本组病例
,

最早 # 小时
。

最晚 �#

天就诊
,

其中 � 例上臂肚骨干骨折
,

在外地行

竹帘式外固定
,

因捆扎过紧及患肢肿胀
,

致上

肢缺血坏死并破伤风
、

气性坏疽
,

虽经截肢等

抢救治疗亦死亡
,

是一教训
。

筋膜间区综合症

的发病
,

一般比较迅速
,

严重者几小时内即可

形成典型的症状及体征
+ �

4

疼痛和活动障碍是

主要症状
,

特别疼痛进行性加重且与临床情况

不符
,

用强力止痛药并不能缓解
。

#
4

肌肉无力
,

被动伸展时肌腹部位剧痛
。

!
4

经过病变筋膜间

区的神经分布区内感觉减退
。

2
4

病变区张力增

高
,

肿胀
、

潮红
、

压痛
。

,
4

病变肢体远端脉搏

减弱或消失
,

但亦有正常者
。

%
4

筋膜间室内压

力增高 ∃正常压力 �
4

! 5 67 以下 &
。

处理筋膜间区综合症
,

早期应严密观察
。

近

几年有人用保守方法治疗早期筋膜间区综合

症
,

笔者治疗有中度肢体肿胀
、

压痛
、

被动牵

拉痛
,

甚至皮肤有张力性水泡者 #∀ 余例
。

给予

制动
,

抬高患肢
,

严密观察肢体肿胀发展情况
,

绝对禁止使用小夹板等过紧捆扎
。

应用脱水剂
、

小量激素
、

, ∋碳酸氢钠静滴
,

抗菌素预防感染

等而治愈
,

不留后遗症
。

刘 氏等
〔‘〕
治疗早期筋膜

间区综合症 !� 例
,

先 以 #∀ ∋甘露醇 # ,∀ − .快

速静脉输人
,

# 小时后同样再输人一次
。

经两次

输人甘露醇后
,

症状明显改善
,

肿胀迅速消退
,

疼痛减轻或消失
。

甘露醇可减轻肢体缺血再灌

注损伤
,

卫氏
〔#〕
实验表明

,

用药后血中丙二醛含

量明显下降
,

脂质过氧化过程减轻
,

血清酶含

量也下降
,

特别没有明显的膜结构破坏及肌丝

大片溶解
,

细胞损伤程度较轻
。

肌细胞内又出

现了多量糖原颗粒及形态较小线粒体
,

说明组

织已恢复了有氧代谢及正常细胞呼吸功能即
。

虽然某些病人可保守缓解治愈
,

但是本症

发展迅速
,

一旦延误后果严重
,

对其治疗宁可

失之于切开过早
,

而不可失之于延误
,

造成严

重的后遗症
,

甚至截肢
。

本组病例中一男性 !#

岁病人
,

因车祸伤致十二指肠断裂
,

左股骨骨

折
,

右髓关节脱位
、

胫排骨闭合性骨折
。

在外

院行剖腹探查
、

十二指肠吻合术
。

第三天转本

院
,

人院时左小腿高度肿胀
、

疼痛
、

被动疼
,

足

麻木
、

感觉迟钝
,

但足背动脉搏动尚好
。

于筋

膜间区减压时
,

肌肉呈粉红色
、

不收缩
、

不出

血
,

虽经彻底减压
,

双氧水纱布湿敷
,

三天后

创 口恶臭
,

胫前肌
、

趾伸屈肌
、

胫后肌
、

比目

鱼肌大部整块坏死
。

虽经四次手术清创植皮而

保存肢体
,

但
“

皮包骨
” ,

关节僵直
、

无活动功

能
。

因此对病情较重者诊断一经成立
,

应及早

进行急症外科处理
,

不应迟缓
,

发病 #2 小时以

内治疗者
,

可以完全恢复
,

但 #2 小时以上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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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者
,

也不应认为时间已晚
,

仍应进行手术
,

争

取部分恢复
。

关于骨筋膜室综合症缺血—再

灌注损伤
,

李氏等
〔‘〕
认为缺血—再灌注损伤

的关键是造成了微循环障碍
,

这是因为氧 自由

基诱发的膜脂质过氧化反应
,

使受到破坏的毛

细血管 内膜进一步吸引血小板及白细胞
,

进一

步破坏细胞内膜
,

形成恶性循环
,

最终形成微

血栓
,

造成微循环障碍
。

故启示
,

对于缺血组

织不光要恢复再通血
,

更重要 的是保护微循环

的畅通
。

主张在不合并有大血管损伤的情况下

采用甘露醇减压并联合应用抗氧化剂如 89 :;
、

< 等
,

利用甘露醇的高渗作用和改善微循环的

功能以及清除轻 自由基的特性
,

降低筋膜室内

组织压
,

促进缺血组织再通血
,

促进伤肢残余

功能恢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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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丝环扎与张力带结合法治疗骸骨骨折

浙江省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  ∀ ∀ ∀& 王文斌

我院于 � � � � 年 2 月( � � � , 年 �∀ 月采用钢丝环扎

与张力带结合法
,

治疗簇骨骨折 ## 例
,

临床效果满意
。

现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

本组 # # 例中
,

男 � 2 例
,

女 ) 例
Ρ
年龄 # % ( %  岁

。

骨折类型
+

横断骨折 �! 例
,

粉碎骨折 � 例
,

其中上极

粉碎 � 例
,

下极粉碎 2 例
,

簇体星状粉碎 2 例
。

治疗方法

腰麻或持硬麻醉
,

大腿上段上气囊止血带
。

簇前方

孤形切 口
,

显露骨折面后
,

清除骨折端和关节腔内的积

凝血块
。

以布巾钳复位后
,

以 �% 号针头为引导
,

钢丝

经针孔沿簇骨缘环形缩拢捆扎
。

另取一根钢丝穿过股

四头肌健
,

跨过骸骨前面
,

再穿过骸健
,

起到张力带作

用
。

检查骨折对位良好
、

骸关节面平整后
,

作屈膝活动

数次
,

见钢丝环扎
、

张力带固定牢靠
4

无骨折块分离
,

关闭切 口
。

治疗结果

本组 ## 例均获随访
,

时间为 % 个月一 # 年
。

## 例

骨折愈合良好
,

骸关节面平整无明显错位
,

其中 #∀ 例

膝关节伸屈均达到正常活动度
。

# 例因合并胫排骨骨

折
,

膝关节伸屈轻度障碍
。

讨 论

簇骨骨折理想的内固定应是足够坚强
。

有学者川

在尸体上进行了 Ν Σ 张力带固定法同钢丝环扎与张力

带结合法对骸骨骨折固定强度的比较
。

施加压力在 ,
、

�∀ 和 �,Ε 1 时
,

该二法固定的骨块移位无明显差别
。

压

力接近 #∀Ε 1 时
,

Ν Σ 张力带固定的骸骨内固定均告失

败
,

而钢丝环扎与张力带结合法的骸骨内固定仍坚强

牢靠
。

钢丝环扎与张力带结合法对各类骸骨骨折
4

包括

粉碎性骨折都可应用
。

本组 � 例粉碎性骨折
,

如用 Ν Σ

张力带法较难内固定
,

以丝线固定则欠缺强度且需要

用石膏外固定
,

如采取骸骨部分切除或全切除
,

术后对

膝关节功能影响较大
。

而以钢丝环扎与张力带结合法

治疗后
,

均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

钢丝环扎与张力带结合法内固定术后
,

允许早期

活动
,

减少了膝关节创伤后僵直
、

股四头肌萎缩
、

膝关

节伸屈障碍等并发症
。

本组 ## 例中
,

有 # 例因合并胫

排骨骨折手术后给石膏外固定
,

其余 #∀ 例均未给外固

定
。

术后次 日即开始股四头肌锻炼
,

� 周后逐 日渐进地

进行主动伸屈膝关节
,

# 周后下床活动
。

半年后
,

骨折

愈合后
,

在局麻下
,

小切 口拆除钢丝内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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