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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介绍

手法整复脓骨近端骨折 #∃ 例

浙江省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  ! ! !∋

王文斌

我院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了 #∃ 例 讨 论

胧骨近端骨折病人
,

经手法复位夹板固定效果满意
,

报
)

根据解剖特点及受伤姿势
,

若扑倒时
,

上臂外展

告如下
。

位常致外展型骨折
,

若上臂 内收肌扑地则致内收型骨

∗临床资料 折
,

当同时合并脱位时
,

一般以向前脱位为多
。

因摔跌

本组 #∃ 例中男 (& 例
,

女 +∀ 例 , 年龄 # − ∃# 岁 , 机会多使肩过度外展外旋
,

肘部着地致伤
,

传导暴力使

伤后距就诊时间 ( 小时一  天 , 直接暴力伤 # 例
,

其余 肪骨头穿破关节囊的前下方
,

停于肪二头肌短头和咏

均为间接暴力伤 , 骨折分类
.

按 / 00
1

分类法
〔〕,

#∃ 例 肌之后
,

形成咏突下或下脱位
。

中
,

2 型 &( 例
,

3 型 # 例
,

4 ∗型 # 例
、

25 型 + 例
。

(
)

正确指导功能锻炼
。

早期的锻炼主要是手指手

治疗方法 腕的抓空增力和摇摆活动
,

中期随着肿胀的消退
,

疼痛

脑骨外科颈骨折伴脸骨头后倒或旋转在 +∀
。

以上
,

的减轻
,

逐渐增加运动量
,

并在健肢的帮助下作适当的

手法整复步骤
.

病人端坐
,

由一助手固定肩部
,

另一助 前臂屈伸
。

外展型骨折忌外展
,

内收型骨折忌内收
,

以

手将患肢屈肘 !
。 ,

向前 + ∀! 作持续牵引约 ∀一 ! 分钟
,

免断端移位
。

约 + 一 # 周
,

结合 6 线片情况
,

可解除小

用力要适中
,

待断端重叠基本纠正后
,

令远端助手将患 夹板固定
,

并作肩关节前后摆动
,

或以健肢带动患肢作

肢逐渐抬举至 头顶位
,

并稍作前后旋转 轻轻叩击肘 抬举活动
,

范围由小到大
,

随着骨折愈合牢固程度
,

逐

部
。

使骨折端嵌插
,

助手可将患肢慢慢放回原处
,

后倒 渐开始患肢的主动功能锻炼和抗阻力锻炼
,

以恢复肩

之肪骨亦随之复位
。

骨折整复后
,

应用肩关节夹板进行 部肌肉的力量和张力
。

固定
,

肩关节夹板除内侧腋下外
,

其余三块前后外侧夹 &) 有关手法整复与手术治疗的问题
。

虽有些肪骨

板均需超关节
,

根据骨折不同类型放置加压垫
、

即三点 近端骨折程度比较严重
,

但 由于肪骨近端骨折面积较

加压固定
,

作颈腕带悬吊
。

若卧床时
,

肩肘部要垫平
,

大
,

复位后接触范围广
,

局部血液循环较丰富
,

骨痴生

以防止伤肢后伸而致骨折断端重新移位
。

长较快
,

很少发生肪骨头缺血性坏死
。

只要手法熟练
,

(
)

肪骨外科颈骨折伴盂肪关节脱位
。

先由一助手 术者与助手配合默契
,

自然功到事成
。

在临床上有些脸

将患肢置于外展 ! 一 ∀ !! 的位置
,

用骨折远端对准骨 骨近端骨折
,

行手术内固定后
,

由于组织造成严重的创

折近端的纵轴所指方向
,

另一助手用宽布带通过腋窝 伤
,

加上手术剥离
,

术后软组织广泛粘连
,

在功能恢复

向对侧
,

双方作对抗拔伸约 ! 一 ∀ 分钟
,

以解除骨折 上往往还不如手法整复
。

当肪骨近端骨折合并肪骨头

远端对服骨头的挤压
,

为胧骨头进入关节孟打开通路
。

旋转 +∀
。

以上或肪骨近骨折合并孟肪关节脱位时
,

若手

术者用一磨菇头夹板
,

紧顶腋下肪骨头处
,

将磨菇头夹 法整复失败
,

或并发血管神经损伤
,

必须手术治疗
,

避

板末端套入通过腋下的宽布带内
,

利用双方助手的对 免引起不良后果
。

手术可循肪二头肌腿长头及肪二头

抗牵引
,

和磨菇头对肪骨头向上向外挤压
,

同时令远端 肌键沟
,

并避免损伤与肪骨头相连的软组织
,

否则易损

助手逐渐内收患肢
,

此时肪骨头即可进入关节盂
,

骨折 伤肪骨头的血运
,

造成肪骨头缺血性坏死
。

所以对每位

端同时得到整复
,

方法简便
。

病人应认真仔细检查
,

了解骨折类型
,

进行综合分析
,

治疗结果 正确制定治疗方案
。

除必须的手术外
,

首先应考虑手法

痊愈 ∀# 例
,

骨折复位满意
,

对位对线佳
,

功能恢 整复加小夹板固定
。

复基本正常
。

良好 ( 例
,

骨折端对位在 7( 或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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