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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采用带旋髂深血管髂骨块并血管束植入加内固定治
疗头下型股骨颈骨折,收到非常满意的效果。现仅就 1995 年

实施手术的 12 例病例作回顾性调查, 分析报告如下。

1 � 临床资料

12 例中男 8例, 女4 例; 年龄25~ 64 岁。受伤原因:车祸

伤 7 例,摔伤 5 例。左侧伤 8 例,右侧伤 4 例。X光片证实均

为头下型股骨颈骨折,其中 Ganden�型 9 例;  型 3 例; 新鲜

骨折 10 例, 陈旧性骨折 2 例。

2 � 治疗方法
新鲜骨折应尽早手术 , 陈旧性骨折, 先用胫骨结节骨牵

引,一周后手术治疗。手术切口自髂前上棘上 5cm 沿髂嵴向

腹股沟区延伸, 再转向大腿前外侧, 长约 20cm。先在腹部切

口内寻找旋髂深血管,向近远端解剖游离血管蒂, 距起始部 5

~ 7cm 处旋髂深血管分为髂嵴支和腹壁肌支, 将髂嵴支游离

至髂骨,切取约 5cm ! 1� 5cm ! 1� 5cm 带血管骨块, 将腹壁肌

支游离约 5cm,远端结扎切断备用。按解剖层次显露髋关节,

检查股骨颈骨折情况, 清理骨折断端, 骨折解剖复位,用多根

针多方位固定股骨颈骨折。本组应用骨圆针 7 例, 三棱针 4

例,螺纹针 1 例, 穿针 3~ 5 枚。然后,根据髂骨块大小, 跨股

骨颈骨折线凿一骨槽,近端向股骨头内凿入约 2cm, 于骨槽旁

用骨钻向股骨头外上方打洞。将带蒂骨块、血管束自髂腰肌

深面引至股骨颈处,分别植入骨槽、骨洞内, 骨膜及血管束远

端分别与关节囊缝固几针,温盐水冲洗,放置引流, 逐层缝合

切口。术后常规∀ 三抗#治疗 1 周, 2 周后开始床上活动。

3 � 治疗结果
随访 2� 5~ 3� 5 年,骨折全部愈合, 无股骨头坏死及股骨

头外上方囊变、塌陷发生。2 例患者髋关节屈曲受限, 但不影

响正常生活,余关节活动良好。

4 � 讨论
股骨颈骨折后股骨头血液供应可严重受损, 头下型股骨

颈骨折后股骨头血流可减少 83%
[ 1]

, 易造成股骨头缺血坏死

和骨不愈合。因此,如何改善股骨头血运, 成为头下型股骨颈

骨折治疗的关键。许多学者采用带血管骨移植治疗此类骨折

已收到较好效果。我们在施行带旋髂深血管髂骨块移位的同

时,将旋髂深血管的腹壁肌支游离成 5cm 长血管束, 一并植

入股骨头内, 这样更进一步改善股骨头血运, 既促进骨折愈

合, 又防治股骨头坏死。

旋髂深血管解剖位置恒定, 变异少, 血管管径粗, 血供丰

富, 手术操作比较容易。术中应避免血管蒂、血管束的损伤,

防止血管蒂过紧、扭曲、受压。腹壁肌支的游离不另作切口,

不增加损伤, 同时也不影响腹肌的血运和功能。由于股骨头

发生囊变塌陷多在股骨头外上方 ,所以,术中应将血管束植入

此区, 以提高治疗效果。

本组切取髂骨块的长度达 5cm 以上, 将其近端向股骨头

内插入约 2cm,可进一步改善股骨头血运, 减少骨不愈合和股

骨头坏死率, 同时,因骨块插入股骨头内,也增加了移植骨块

的固定牢固程度。术中仅将骨块骨膜与关节囊缝合 2~ 3 针,

就比较牢固, 无再移位。有些股骨颈骨折伴有后侧骨缺损, 在

复位固定时, 应自髂骨取松质骨填塞缺损处, 以使骨折断端紧

密接触, 不留空隙,既加强了骨折的牢固固定, 又减少了骨不

愈合。

头下型股骨颈骨折股骨头活动度大,容易发生错位, 特别

是旋转、翻转移位,闭合手法复位非常困难, 即使复位成功也

容易再移位, 而骨折的良好复位又是骨折愈合的重要条件。

因此, 我们主张头下型股骨颈骨折采用切开解剖复位内固定。

手术时机: 新鲜骨折手术愈早愈好, 因骨折的尽早复位,

可减少骨折断端出血, 减低髋关节囊内压力。另外, 也有利于

伤后扭曲受压及痉挛的血管尽早恢复[ 1]。陈旧性骨折, 术前

应常规牵引, 以便术中骨折复位。

多根针内固定治疗股骨颈骨折较其他内固定方法有明显

优越性, 其固定牢固,抗旋转力强 ,对股骨头、股骨颈骨质和血

运破坏小、疗效好,大量的临床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手

术中应注意穿针的部位、方向及进针深度, 最好在 C 型臂指

导下进行。

本术式虽操作简单, 但手术费时较长, 对重要脏器功能不

全的老年患者应慎重,青年患者、陈旧性骨折、头下型骨折以

及 Ganden�、 型股骨颈骨折为本术式的良好适应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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