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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笔者从 1995 年以来, 采用松质骨螺丝钉与克氏针

相结合治疗肩锁关节全脱位 32 例 , 取得满意疗效, 现

报告如下。

临床资料

本组 32例中男 23 例, 女 9 例;年龄 21~ 60 岁。新

鲜脱位 25 例, 陈旧性脱位 7 例,其中 15 例合并有多种

损伤。

治疗方法

病人仰卧位,伤肩垫高, 颈丛麻醉, 常规消毒铺巾。

沿锁骨外段绕过肩锁关节前上方作弧形切口, 长约

7cm, 显露肩锁关节和喙突, 清除关节内瘀血块或碎骨

块,并使肩锁关节复位。用一根(约 2�5mm) 克氏针穿

过肩峰、肩锁关节、直至锁骨外段 3~ 4cm, (或用两根较

细克氏针交叉固定肩锁关节) ,剪除外端多余克氏针部

分,将其折弯 90�,埋于皮下。于锁骨外侧端(距肩锁关

节约 3cm)向喙突方向钻孔后, 旋入适当长度的松质骨

螺丝钉一枚 ,再修复肩锁、喙锁韧带及关节囊, 逐层缝

合,术毕。术后三角巾悬吊患肢, 一周后开始钟摆样锻

炼,疼痛消失后即可进行日常活动。

治疗结果

32 例均得到随访其中最短 4 个月, 最长 3 年, 平均

2 年 3个月。疗效按杨茂清等分级标准 1!: 优: 肩部外

形正常, 肩关节活动良好, 肩锁关节无疼痛, 臂部力量

无减弱, X线片示肩锁关节无脱位; 良好: 肩部外形正

常,肩关节活动良好, 劳累后偶感疼痛, 臂部力量无明

显减弱, X线片示肩锁关节无脱位; 尚好: 肩部外形轻

度高起, 肩关节上举受限在 20�以内, 但其他方向活动

正常, 臂部力量较健侧减弱, 劳累后肩锁关节时感疼

痛, X 线片示肩锁关节有半脱位; 差: 肩部外形明显高

起,肩关节活动受限, 肩锁关节常有酸痛, 臂部力量减

弱, X线片示肩锁关节完全脱位。结果 32 例中, 优 25

例,良 5 例,尚好 2 例,差无。优良率达 93�8%。

讨论

肩锁关节对肩关节的结构与功能起很重要的作

用。肩锁关节脱位或韧带的部分损伤可以引起肩关节

疼痛和功能障碍 2!。在正常情况下, 肩锁关节的稳定

除了靠关节囊及其加厚部分形成的肩锁韧带, 喙锁韧

带(锥状韧带)斜方韧带外, 尚有三角肌和斜方肌的部

分腱性组织参与, 共同组成一个稳定的动力结构系统,

以克服上肢重力和斜方肌、胸锁乳突肌的牵拉对肩锁

关节产生的分离力和剪切应力, 使肩关节保持在正常

的解剖位置上。当外力致这些稳定关节的韧带、关节

囊及腱性组织断裂后, 肩锁关节即发生全脱位。因此,

良好的复位及可靠的固定和断裂组织修复的质量, 将

直接影响着肩锁关节的稳定及其功能的恢复。螺丝钉

将锁骨固定到喙突或单纯交叉克氏针固定肩锁关节

术,患肢外固定时间长, 从而影响肩关节功能, 若过早

练习肩关节(特别是外展活动)则易致克氏针或螺丝钉

松动,内固定不稳, 甚至出现肩锁关节脱位, 或创伤关

节炎等并发症。如锁骨外端切除术, 虽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创伤关节疼痛及改善外观畸形, 但不能改善其

功能 3!。肌肉动力移位术用喙肱肌和肱二头肌短头上

移到锁骨使关节复位和稳定肩锁关节, 但 Katznelson 4!

认为此法存在着创伤大, 螺丝钉易松动等缺点。笔者

采取螺丝钉与克氏针相结合方法治疗肩锁关节全脱

位, 在所有随访病例中, 其功能恢复良好, X光片检查

未发现有再次脱位者。本治疗方法具有下列优点: ( 1)

手术简单, 创伤小, 便于推广; ( 2)内固定稳定、牢固。

螺丝钉固定于锁骨与喙突, 可克服锁骨外侧端向上分

离力, 克氏针固定肩锁关节可克服剪切应力, 以达到固

定目的; ( 3)能保持肩锁关节的正常解剖结构, 并发症

少, ( 4)可早期行肩关节功能锻炼。术后一周行腕肘活

动及肩关节前屈后伸活动, 3 周后可行肩关节各方向活

动, 有利于患肢的功能恢复,减少创伤关节炎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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