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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加手法治疗孟氏骨折

浙江省宁波市中医院Φ# � ! ∀�∀ Γ 李启运

自 � � Ε Ε 年至 � � � ! 年
,

我们采用 尺骨切开复位钢 骨延迟愈合
,

外固定时间延长
,

前臂旋转功能影响
。

后

板内固定
,

挠骨小头手法闭合复位
,

治疗这部分的病人 行挠骨小头切除术
,

功能恢复
。

% 例挠神经损伤病例 %

%� 例
。

随诊 Ε 个月至一年半
,

取得了较好效果
。

现介绍 一 # 月后恢复
。

如下
。

讨论 孟氏骨折中的伸直型和屈曲型
,

虽然大多

临床资料 本组病人 %� 例
,

男 �% 例
,

女 � 例
&
年 数能通过手法复位

,

外固定治疗
,

但部分病人却难以做

龄 �! 岁ς (∀ 岁
&

右前臂 �# 例
,

左前臂 Ε 例
&
属伸直型 到完全复位和稳妥固定

。

常常是尺骨移位
,

成角
。

从而

�! 例
,

屈曲型 ( 例 &合并挠神经损伤 % 例
&
一周内整复 导致挠骨小头的再脱位

。

近年来随着对尺骨为轴心的

− 例
,

一周至二周 内整复 �∀ 例
&

均为闭合损伤
。

前臂旋转功能认识的深化
,

尺骨的复位和固定的要求

治疗方法 臂丛阻滞麻醉下
,

行尺膏切开复位
,

四 更高
。

尺骨的开放复位和钢板内固定
,

切实的解决了这

孔钢板内固定
。

然后手法稍加牵引
,

术者于挠骨小头脱 个问题
,

而且便利了挠骨小头的复位
,

有效的避免了再

位处加压
,

伸直型 向后内方按捺
,

并逐渐屈曲肘关节
,

脱位
,

并有利于早期开始功能锻炼
。

从而促进了前臂旋

屈 曲型向前内方按捺
,

并逐渐伸肘关节
。

在整复过程 转功能和肘关节屈伸功能的康复
。

中
,

助手应来回小幅度旋转前臂
,

即能较完全的整复挠 一般认为孟氏骨折的挠骨小头脱位
,

宜切开复位

骨小头脱位
。

整复内固定完成后
,

以长臂石膏托固定
,

及环状韧带修复或重建术
。

但本组临床说明闭合复位

伸直型固定于前臂旋后位
,

屈肘 �∀ ∀ 度
&
屈曲型固定于 后

,

通过环状韧带的粘连
、

疤痕修复和功能锻炼的适合

前臂中立位
,

屈肘 (∀ 度
。

Ω 线拍片检查脱位纠正
。

半月 过程
,

结果前臂旋转功能和肘关节功能都得到较好的

后拆线改小夹板固定
,

但须放置压垫
,

伸直型应放在挠 恢复
。

由于尺骨的固定
,

挠骨小头的复位就相对容易

骨小头的前外侧
,

屈曲型放置在后外侧
。

并逐渐开展循 了
,

且损伤小
,

疗效可靠
。

这里还应着重说明挠骨小头

序渐进的功能锻炼
。

一般约 � 月半待尺骨初步连接后
,

整复时
,

在指按捺下
,

做小幅度的前臂旋转活动和肘关

拆除夹板加大功能锻炼
。

节的屈伸活动很重要
,

这样有利于挠骨小头的正确到

治疗结果 疗效评定
,

尺骨连接
,

肘关节屈伸正常 位和破损的环状韧带的大致复位
,

以避免嵌顿
。

或受限在 �∀ 度内
,

前臂旋转正常或受限在 �! 度内为 采用了手术和手法并用
,

达到了准确的复位
,

及尺

优
。

尺骨连接
,

肘关节屈伸受限在 %∀ 度内
,

前臂旋转受 骨的良好固定
,

通过早期的石膏托固定及中后期小夹

限在 #∀ 度内为良
。

不及上述条件者为差
。

本组病例临 板固定
,

提高和提前了功能锻炼的质量和时间
,

而收到

床愈合
,

最短 ! 周
,

最长为 �! 周
,

平均愈合为 Ε 周
。

其 了较好的治疗 目的
。

中疗效属优者 �Ε 例
,

良 % 例
,

差 �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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