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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髌骨骨折在骨科创伤中较为多见, 目前治疗常以手术切

开固定为主,我们自 1995 年以来,应用改良 Dick 钉架配合皮

外穿针治疗髌骨骨折 16 例, 取得较好效果,报告如下。

1 � 临床资料

本组 16 例病人中男 12 例,女 4 例; 年龄 11~ 53 岁; 横断

骨折 10 例,粉碎骨折 6 例; 闭合性骨折 13 例, 开放性骨折 3

例。以上患者均经 X 光摄片确诊。治疗器械为张家港生产

的改良 Dick 钉架一副, 克氏针 2 根 (长 15cm, 直径 1� 5mm) ,

骨钻、骨锤及扳手各一把。

2 � 治疗方法

2�1 � 皮外穿针:局麻后将关节内积血抽净, 若为开放性应彻

底清创缝合。初步整复,助手双手绷紧髌前皮肤, 用推挤法使

近心及远心骨折块接近, 同时用拇指顶住髌前内侧缘。术者

用拇、食指摸清骨折块前后缘厚度及上下极中线, 在骨折上下

极和前后缘中点连线交点由外向内穿针, 进针时应将针紧顶

住骨质,防止滑移, 保持针和髌骨纵轴垂直,和地面平行 ,缓慢

均力地钻出对侧皮外。若髌骨下极粉碎性骨折, 远端不能穿

针,则在髌骨下极髌下韧带附着部的侧方中点穿过并穿出对

侧皮外;若髌骨上极粉碎骨折, 则在上极软组织附着处的侧方

中点穿针至对侧皮外,两针应保持平行。

2�2 � Dick 架复位加压外固定: 穿针后即用改良 Dick 钉架相

连结固定,螺杆与皮肤的距离以 3~ 4cm 为宜。旋动加压螺

母进行加压复位,加压到基本对位时, 术者用双手大鱼际推压

矫正骨块侧方移位,同时将患肢膝关节作小幅度屈伸数次,利

用股骨滑车推挤使髌股关节面平整对位, 此时术者一手托住

病人患肢 窝,使膝关节略屈曲, 维持约 15�位置,另一手紧压

髌骨前,让助手进一步加压, 直至两根克氏针向内弯曲 5�~
10�即可,手术完毕。

术后抗生素治疗 4~ 5 天, 酒精纱条覆盖针孔。术后 3~

4 天可扶拐练习负重行走, 固定 6~ 8 周后拍片复查,若愈合

可拆除外固定。

3 � 治疗结果

16 例病人经治疗 8 周后,除一例台阶式错位经复位失败

后行切开内固定治疗,其余均痊愈出院。术后 3 月随访, 病人

均能行走,无明显疼痛感及关节僵硬。

4 � 讨论
髌骨骨折较为常见, 发生原因大多由于间接暴力即在滑

倒时膝关节呈半屈曲位时, 股四头肌剧烈收缩以防跪倒而造

成髌骨骨折; 再一原因是直接暴力造成, 多为粉碎性骨折。

髌骨是参与膝关节组成, 形成髌股关节, 它具有保护膝关

节增加膝关节稳定性及具有传导加强股四头肌肌力, 加强伸

膝装置的作用, 尤其在伸膝最后 10�~ 15�时起重要作用。髌
骨发生骨折则以上作用丧失,破坏了伸膝装置的连续性。治

疗其骨折的根本目的即恢复它正常传导股四头肌肌力和维护

膝关节稳定作用。临床上常用切开复位内固定治疗, 其效果

肯定, 但由于手术剥离会造成局部血运条件受损, 骨膜剥离及

骨折端不能紧密接触对愈合有严重影响, 另外内固定本身的

压迫会对骨质及骨髓有损伤, 且粉碎性骨折内固定不稳定, 愈

合后还需再次手术取出内固定。所以手术治疗有相应的不

足, 如创伤大、操作复杂、需二次手术,术后病人患肢长期不能

活动会引起关节僵硬、肌萎缩等。因此需要寻求一种好的方

法来解决手术治疗的不足。

Dick 钉已广泛应用于脊柱内固定手术, 我们应用其应力

固定基础, 将其配合皮外穿针治疗髌骨骨折, 经临床观察及术

后随访, 它克服了手术的不利之处, 效果满意。体会有以下优

点: ( 1)利用应力基理使骨折向中间集中复位, 其牢稳可靠, 可

使关节面有良好对合, 骨折愈合快。( 2)创伤小, 操作简单, 局

麻可完成。( 3)可根据需要使骨折间压缩,维持位置, 横断可

加压, 粉碎可维持力线。( 4)不需二次手术取出内固定。( 5)

可以早期进行关节功能锻炼,改善关节营养, 防止关节僵硬、

肌肉萎缩。( 6)为术后换药提供了方便。( 7) Dick 钉可反复使

用。其不足之处为有的病人会自行调试扰乱固定, 从而引起

二次复位固定。

本组病例中有一例错位严重的台阶式骨折,行手法复位

失败后行切开复位内固定。台阶式错位骨折多发生于髌骨下

极撕脱骨折和粉碎性骨折, 其近期对关节功能无影响, 但长期

可导致创伤性骨关节炎。本人体会台阶式错位骨折闭合复位

一般不能达到关节面平整, 闭合穿针疗效不佳, 应尽早行切开

复位内固定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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