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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院收治不稳定 性胫眺骨骨折 ∃)∀ 例
,

大 多数病例采用闭合整复的方 法治疗
。

结果发现石 膏固定 后约

有 �∀ ∗的 病人遗留不同程度 的成角崎形
。

如不娇正将会引起 严重的病废
。

为此
,

我们 采用传统的方法
,

利 用石 膏

支撑结合手法矫正成角崎形 ∃∀ 例
。

该法能使成角得到较好地校正
,

并能保持骨折 不再移位
,

功能恢复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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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 ∋ 月+ � � � ∃ 年 & 月我院收治不稳定性胫

排骨骨折 ∃) ∀ 例
,

主要采用牵引—手法整复—
石

膏固定治疗
,

其中 ∃∀ 例发生不同程度的成角畸形
。

利

用石膏的支撑配合手法折顶予以矫形
,

获得了满意的

疗效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

本组 ∃∀ 例中
,

男 ∋∃ 例
,

女 �∃ 例 , 年龄 �一 #∃ 岁 ,

全部为闭合不稳定性骨折 , 车祸伤 )∃ 例
,

坠落伤 �∃

例
,

溜冰跌伤 �∀ 例
,

骨折部位上 � −∋ � 例
,

中 � −∋

�. 例
,

下 � −∋ )∋ 例
,

骨折类型
/

横型 �. 例
,

短斜型

�∀ 例
,

螺旋型 �) 例
,

轻度粉碎型 �∀ 例 , 畸形角度
/

向

前内侧成角 �# 例
,

向后成角 )∋ 例
,

向后外成角 ! 例
,

最大度数 ∋∃ 度
,

最小 �∃ 度
,

平均 )∋ 度
。

治疗方法

全部病例入院后行跟骨牵引
,

重量 & + #0 1
,

持续

∋ 周左右去牵引
,

用长腿石膏固定
,

待完全干硬后才能

矫形
。

根据 2 线片测量成角的度数
,

并将其放在石膏旁

画出骨折部位
。

一般不需麻醉
,

在骨折成角的凹面
,

沿

石膏圆周 )− ∋ 横形锯断
,

利用石膏支撑折顶法矫形
,

撑

开的石膏间隙安放木块
,

如向后成角者
,

应放在前面
,

向外成角者
,

应放在内侧
,

向后外成角者
,

应放在前内

侧
,

如此类推
。

然后拍片检查矫正是否满意
,

若矫正角

度太小
,

可用大一些的木块填入
,

若矫正角度太大
,

可

用小一些的木块填入
。

最后一张 2 线片证实骨折对位

对线良好后
,

再用石膏封填加固
。

固定时间一般 ∋ 个

月
,

然后改用小夹板固定至骨愈合
。

结 果

全部病例做了随访
,

平均 �. 个月
,

保持对位对线

良好者 &) 例
,

功能对位 . 例
。

本组中未发现骨不愈合

及再移位的病例
,

骨愈合时间最短 ∋ 个月
,

最长 #
3

∃ 个

月
,

平均 &
3

∃ 个月
。

膝关节功能恢复良好者 &∃ 例
,

达

�∀ ∗
。

合并症除 ∋ 例针道感染外
,

无其他合并症发生
。

讨 论

正常胫骨干并非完全平直
,

而是有一向前外侧形

成 �∀ 度左右的生理弧度
。

运动时膝与躁关节在同一平

行轴上活动
,

因此
,

治疗胫排骨骨折必须注意防止成角

和旋转移位
,

以保持正常的生理弧度和使膝
、

躁关节轴

能够平行一致
,

以免发生创伤性关节炎
。

在闭合整复固

定的病例中约有 �∀ ∗ 的病人石膏固定后遗留不同程度

的成角移位
,

一般认为顺生理弧度 �∀ 度以内的成角是

可以接受的〔�〕
。

而与长骨干 自然弧度垂直的任何成角

都是影响肢体功能的应予矫正
〔)〕。

如果单纯矫正成角

移位而拆除石膏
,

手法后更换新石膏
,

既繁琐又可能发

生其他一些变位
。

为此
,

利用石膏的支撑作用
,

配合手

法予以矫正
,

能较好地掌握矫形的力量和需要矫正的

角度
,

同时根据复查 2 线片进行适当地调整
,

实为简便

易行
、

安全
、

可靠的方法
。

本组病例采用此方法
,

畸形

角度基本上达到了完全矫正或在允许的范围内的角

度
。

胫排骨骨折的早期治疗有许多争论
,
4 56 78 等对胫

骨干骨折的处理多采用闭合整复的方法
,

只有这些方

法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时才考虑手术〔∋ 〕
。

对于不稳定

性胫胖骨骨折
,

单纯外固定不可能维持良好的对位
。

我

们先以轻量持续骨牵引 ∋ 周左右
,

待骨折端有纤维愈

合后
,

除去牵引
,

改长腿石膏固定
,

因其固定范围超越

关节
,

胫骨骨折愈合时间长
,

常可影响膝
、

躁关节的功

能活动
。

因此
,

在石膏固定 .一 �) 周
,

骨折端已有骨痴

形成时
,

改用小夹板固定至骨愈合
。

夹板固定期间
,

鼓

励病人进行膝
、

躁关节主动功能锻炼
。

本组中有 ∃ 例老

年患者配合差
,

膝关节屈曲功能下蹲障碍外
,

其余病人

功能恢复均较为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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