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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端
,

这样利用绷带对远端挠侧产生压力使骨折端

稳度增大 # 不用石青或夹板
,

减轻远折端及前臂的重

量
,

从而减少剪力
。

根据统计
,

用石青固定比用夹板固

定治疗的肘内翻发生率高川
,

也说明了重力的作用不

可忽视
。

关于前臂的放置位置有旋前旋后多种说法比卜 二,

作者认为应以中立位固定即掌心对肩峰为宜
,

因为
 

!

虽然前臂的旋前或旋后位能加大骨折断端的稳定
,

但

这也使远折端与前臂形成一个旋转
“

整体
”
而增大旋转

的趋势 ∀ # 断端之间固定是相对的
,

活动是绝对的
∃

而

且儿童的自制能力差
,

难以控制活动
。

本固定法能较好地制止骨折固定后再移位和防止

肘内翻畸形
,

因此
,

是较理想的固定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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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钦形状记忆合金加压骑缝钉在经关节骨折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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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明业 戴 问 李观德 装来寿

对于经关节的骨折治疗较为困难
。

以往骨折内固 型骨折并断跄关节脱位
,

% 例跟骨开放性粉碎型骨折并

定采用的材料多为医用不锈钢或钦合金
,

对于骨折确 跟距关节面破坏
,

+例股骨内裸劈裂骨折
, )例肪骨裸

能起到固定作用
,

但也可出现骨折断端再吸收致骨折 上截骨矫形内固定
, %例为尺骨鹰嘴骨折

∃

上述骨折均

延迟愈合或骨不连等情况
。

普通骑缝钉虽可较好地治 伴有分离及移位
。

疗关节内骨折
,

但也存在骨折断端间不能加压
,

致关节 治疗方法

不能早期活动等弊端
。

采用形状记忆合金加 压骑缝钉 将上述病例中的骨折与脱位按常规显露
、

复位后
,

可较好克服上述缺点
。

我院从 %& & . 年 0 月始采用该钉 将适当规格的加压骑缝钉置入 −1 2 ∋℃的消毒冰水中
,

治疗经关节骨折 %/ 例
,

效果满意
。

约 %− 2 %. 分钟后取出
,

用撑开器或老虎钳撑开骑缝钉

材料及性能 至所需宽度
,

使两擂入脚端间的跨距增加 .− 3左右
,

而

使用上海钢铁研究所研制的镍铁形状记忆合金加 后插入骨折近
、

远端已钻好的平行骨孔中
,

各安放加压

压骑缝钉
,

它具有低比重
、

低弹性模量
、

高强度
、

耐腐 骑缝钉 % 2 +枚
,

而后让其伤处体温自然恢复
,

使钉复

蚀
、

耐磨损
、

高疲劳强度
、

低导磁率
、

无致癌性
、

生物 形后而紧紧把持骨折块
,

术毕辅以石膏托暂时固定
。

相容性极佳等优点川
∀
同时具有特殊的形状记忆效应

,

治疗结果

即其形状虽然改变
,

但在特定条件下
,

可恢复到未变形 经上述方法固定的骨折断端结合紧密
,

无 %例分

的形状
,

其特点是
 

置入 。
’

一 .
‘

4 冰水中
,

可随意改变 离
,

均完全愈合
,

功能恢复良好
。

术后石膏固定 )2 ∋

其形状
,

在形状回复过程中产生回复力
,

利用这种回复 周
,

而后拆除石膏
,

早期活动关节行功能锻炼
,

比用其

力所产生的一定持续压力来固定骨折端
。

它内固定方法治疗经关节骨折所需石膏固定时间缩短

临床资料 +一 ∋周
。

男 %% 例
,

女 , 例
∀
年龄 %& 2 ,% 岁

∀
其中 & 例为车 讨 论

祸及跌伤所致骸骨骨折
, % 例第 %坏骨远端陈旧性粉碎 镍 钦 形 状 记 忆 合 金 首 先 在 .。 年 代 末 期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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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川发现
,

并于 ∗+ 年代初加 以描述
,

先用于工业
,

−。年代才用于医疗
,

但仅限于实验研究和 口腔矫正丝

的应用
,

在已经发现的数 + 种具有记忆效应的合金

中
,

目前仅镍钦合金被用于医疗
。

 ∀ 年戴勉戎川
、

杨

佩君闭等分别报道采用镍铁形状记忆合金加压骑缝钉

治疗骨折
,

取得良好效果
,

我院从 ! 年 . 月始采用

该方法治疗 − 例经关节骨折
,

同样取得满意疗效
。

该

钉的主要特点是具有记忆效应
,

其变形与回复温度分

别为 /℃ 0 !℃和 ∀− ℃
,

具有较好的加压效果
。

本组 −

例 11 枚加压骑缝钉固定骨折断端接触紧密
,

无 例发

生骨折断端分离
、

错位
、

延迟愈合或骨不连现象
。

由于关节内骨折在治疗上要求达到解剖复位
、

保

持关节面平整
,

内固定能有效对抗肌肉
、

韧带所产生的

双重张应力 # 骨折片较小
,

内固定物裕小巧
,

骨折部需

持续加压
,

早期活动以利关节功能恢复等特殊要求
,

而

形状记忆加压骑缝钉内固定能较好的满足上述要求
。

本组病例均受到铁韧带
、

跟脸等肌肉
、

韧带的拉力致骨

折断端分离
、

移位
,

经整复后采用该钉内固定
,

均达到

解剖复位
,

且骨折断端接触紧密
。

因此
,

本方法特别适

用于关节内的骨折伴移位的内固定治疗
。

该钉使用方法简单
,

创伤小
,

仅需在复位后的骨折

断端两端骨膜上作一小切 口
,

同时各钻一孔
,

而后置入

该钉
。

这样避免了使用接骨板造成的大范围骨膜剥离
,

亦避免了由于髓内钉内固定所造成的对骨内膜损伤
,

有利于骨折的愈合
。

虽然该钉对骨折断端有较强加压作用
,

但仍需辅

以石膏固定 ∀ 0 2 周
,

而后再去除石青固定
,

早期行功

能锻炼
,

以利肢体与关节的功能恢复
。

本组有 ! 例经

关节骨折行加压骑缝钉内固定术后石青固定 ∀ 0 2 周
,

而后早期功能锻炼
,

功能恢复均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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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钦聚骸器治疗骸骨粉碎性骨折 1 ! 例

上海市第五人 民医院 31。。1 2 +4

程根祥 季 波 翟明智 严 照明
‘

我们采用镍钦—
聚铁器 3以下简称 Ε Ι一>ϑ 4 治 计形态

。

疗骸骨骨折 1! 例
,

疗效显著
,

报告如下
。

1
,

手术方法
5

取骸前横弧形切 口
,

切开皮肤皮下后

临床资料 暴露簇前韧带并自骨折断端水平切开已损伤的骸前韧

1! 例中男 !1 例
,

女 ”例 , 年龄 1− 0 ∗ 岁
。

粉 带
,

清除骨折断端的血凝块及不洁组织后
,

游离粉碎骨

碎骨折 1++ 例
,

粉碎骨片 ∀0 − 块不等
,

断端分离 1 0 片则植入相应部位
。

试行复位成功后
,

用巾钳维持内固

≅Κ =
,

其中纵形骨折 1 例
,

手术在 0 ∗ 天内进行
。

术 定位置
,

示指伸入膝内确认关节面平整和无碎骨片残

后均不用外固定
。

1 0 ∀ 天后创伤反应减轻即在床上锻 留
。

将已在冰水中展开的与簇骨大小相适应的 Ε Ι
一

>ϑ

炼股四头肌收缩和屈膝活动
。

1 0 ∗ 天后下床负重行走 置于簇骨表面
,

然后轻叩簇底簇尖枝
,

使 Ε Ι
一
>ϑ 簇底

和加大屈膝幅度锻炼
。

骸尖枝分别刺入簇底和骸尖
,

热水外敷
,

Ε Ι
一

>ϑ 即回复

治疗方法 并向骨折断端产生聚合力
。

屈膝检查断端无松动
,

固定

, 应用材料
5

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创造 即牢靠
。

如为纵向骨折
,

骸枝在冰水中同时向内外二侧

发明的 Ε Ι
一
>ϑ

,

选用 皿型
。

它由二个簇底枝
,

三个簇尖 展开
,

置入后可侧向产生挤压作用
。

如为单纯纵向骨

枝和一个连枝的腰部组成
,

具有形态记忆功能
。

取向单 折
,

可横向置入 Ε Ι
一

>ϑ
,

使 Ε Ι
一

> Κ 的骸底骸尖枝位于

程
,

在零度冰水中可展开骸枝
,

置入温水后则恢复原设 骸骨内外二侧
,

则侧向聚合力更大
。

然后冲洗伤 口
,

逐

,

福建省龙岩地 区第二 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