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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长骨假关节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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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清江 藏 虎 李柱田

摘要 本文报告 ∃& 例感染性长骨假关节的治疗
。

治疗方法是在控制感染的条件下
,

分期清除病灶
,

局部筋膜蒂皮瓣
、

肌皮瓣或动脉皮瓣转移
,

自体骼骨植骨
,

米后结合坚

强的外 固定
。

其中 ∃∋ 例平均随访 �
(

 年
,

植骨在 &一 ) 个月全部融合
,

骨髓炎无一例复

发
,

关节功能恢复良好
。

作者认为此方法简便
、

有效
、

可 靠
,

是临床首选方法
。

关键词 感染性假 关节 清除病灶 皮瓣 植骨

四肢长骨干骨折伴感染 ) 个月以上尚有异 中
,

采用筋膜蒂皮瓣转移术 ∋∗ 例
,

阔筋膜张肌

常活动者称为感染性假关节
。

虽然骨折治疗技 皮瓣 ∋ 例
,

胫后动脉皮瓣 & 例
。

术不断提高
,

但若治疗不及时或治疗不当
,

则 ∃
(

植骨 控制感染
、

改善局部情况 ) 个月

可能发生感染性假关节
。

文献报导仍有一定发 后即可行植骨术
。

植骨来源
+

本组 ∃& 例全部采

生率
,

, −. ./ 0
等川报告 ∋& 例

,

胫骨 �∃ 例
,

股骨 用 自体骼骨松质骨
。

植骨方法
+

首先将硬化骨

∗ 例
,

肪骨 ∋ 例
,

尺挠骨 � 例
。

蔡汝宾
〔∋〕
报导尺 切除

、

钻通髓腔
,

然后将硬化骨端凿成槽状
,

把

挠骨感染性假关节 � 例
。

赵德 田〔∃〕
等报导 � 修整后的骼骨块嵌入骨槽

,

周边植入松质骨碎

例
,

胫骨 ∗ 例
,

股骨 . 例
。

我院 � � ∗ ∀一 � � � ∀ 年 骨条
。

共收治感染性假关节 ∃& 例全部采用分期 清除 &
(

植骨后处理 由于骨折端硬化及局部血

病灶和植骨治疗
,

除 ∋ 例失访
,

∋� 例治愈
,

∃ 例 运差
,

伤 口缝合后多放置引流条
,

必要时可行

好转
。

现报导如下
。

灌洗术
,

配合有效抗生素
,

以避免感染
。

临床资料 ∀
(

固定方法 本组 ∃& 例中
,

采用石膏固

本组 ∃& 例中
,

男 ∃! 例
,

女 & 例
。

继发于 定 ∋∗ 例
,

外固定架固定 ) 例
。

开放性骨折 ∃! 例
,

闭合性骨折术后发生 & 例
。

治疗结果

发生部位胫排骨 ∋∗ 例
,

股骨 & 例
,

尺挠骨 ∋ 例
。

除 ∋ 例失访
,

余 ∃∋ 例术后全部随访
,

平均

曾行植骨术 & 例
,

植骨来源骼骨 � 例
,

排骨 ∃ 随访时间 �
(

 年
。

复查 1 线片
,

植骨都在 & 一

例
。

) 个月融合
,

平均时间 &
(

∗ 个月
。

骨髓炎无 �

治疗方法 例复发
。

关节功能恢复结果如下
+

优
+

膝关节

治疗原则
+

首先控制感染
,

其次是促进骨 屈 曲度差 ∋ !! 以内
,

躁关节
、

腕关节伸屈度差

连接
。

在应用有效抗生素条件下
,

手术方法如 �!
“

以内
,

本组共 ∋! 例
,

占 )∋
(

∀ 2 3 良
+

膝关

下
+

节屈 曲度差 ∋�
“

一 ∃∀
。 ,

躁
、

腕关节伸曲度差 �!
“

�
(

清除病灶 手术彻底清除病灶
,

清除死 一 �∀
“ ,

本组共 � 例
,

占 ∋∗
(

� 2 3
差

+

大于上

骨
、

肉芽
、 一

异物
,

特别是金属内固定物必须清 述标准
,

本组 ∃ 例
,

占 �
(

& 2
。

除
。

术后石膏托固定
,

然后行局部持续灌流冲 讨 论

洗疗法
。

、

�
(

本资料表明感染性假关节 多继发 于开

∋
(

局部皮瓣转移术
’

病灶清除后
,

待创面 放性骨折
。

本组共 ∃! 例
,

占 ∗∗
(

∋ 2
。

继发于

肉芽新鲜时行皮瓣转移术
。

可选择筋膜蒂皮瓣
、

闭合性骨折切开复位术后 & 例
,

占 � �
(

∗ 2
。

从

肌皮瓣或动脉皮瓣转移手术
。

根据创面的大小
、

而说明对开放性骨折未能早期处理或处理不当

范围及周 围皮肤条件选择合适方法
。

本组 ∃& 例 是引起感染性假关节的主要因素
,

其次是对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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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骨折治疗不当
。

因此
,

对开放性骨折要及

时处理
,

彻底清创
,

切开复位要严格掌握无菌

技术
。

同时
,

对闭合性骨折手术指征要严格把

握
,

才能降低发病率
。

∋
(

感染性假关节的治疗
,

首要的就是控制

感染
。

只有控制感染
,

才能进一步治疗
。

其方

法主要是分期清除病灶
、

局部持续灌流冲洗
、

有

效抗生素治疗
。

必须时可做创面脓汁细菌培养

以选择合适抗生素
。

本组 ∃& 例的细菌培养中
,

绿脓杆菌 ∋∃ 例
、

大肠杆菌  例
、

金黄色葡萄球

菌 ∃ 例
、

表皮葡萄球菌 � 例
,

可作参考
。

∃
(

感染性假关节的治疗
,

皮瓣转移术也十

分重要
。

由于感染性假关节大部分伴有皮肤缺

损
、

溃疡面
、

窦道
、

瘫痕
、

骨外露
,

局部血运

差
,

愈合能力低
,

抗感染能力弱而影响创面
、

骨

折愈合
。

皮瓣转移术可以覆盖创面
,

增加局部

血运
,

提高组织愈合
、

抗感染能力
,

为植骨治

疗打下基础
〔&〕。

&
(

感染性假关节的第三步治疗就是植骨
。

我们认为最佳时机是控制感染后 ) 个月
。

因为

清除病灶
、

局部皮瓣转移术后
,

局部环境才能

改善
,

植骨才有成活基础
。

植骨来源应以骼骨

为主
,

骨缺损较大病例可应用排骨皮瓣或吻合

血管游离排骨移植
,

避免应用单纯游离胖骨段
。

本组中曾行植骨术失败的 & 例
,

其中游离排骨

段植骨 ∃ 例
,

术中见排骨段均未成活
,

改为自

体骼骨移植全部治愈
。

有文献报导在控制感染

的条件下
,

可先植骨后植皮
,

术后保持通畅引

流和可靠的固定
。

40
5 6 7

认为
+

只要局部血运

好
,

代谢正常
,

骨折可在开放的创 口下愈合〔∀〕
。

我们认为植骨手术应绝对无菌
,

皮肤最好保持

完整
。

∀
(

我们认为本疗法简单
、

有效
,

是临床首

选方法之一
。

但由于分期处理
,

一般要行三次

手术
,

存在治疗时间长
、

病人痛苦大
、

费用高
、

部分病人关节功能差等不足
。

最近有文献报导

应用外固定架一期修复胫胖骨开放性骨折并骨

感染外露
、

骨不连
、

骨缺损
,

取得一定效果〔) 〕
。

这给我们提供一个方向
,

为更有效治疗疾病做

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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