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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89 年 8月至 1995 年 2 月, 我们应用自制的铁丝外固

定架加小夹板治疗肱骨中下段骨折 46 例。效果满意, 报道如

下:

1 � 临床资料

本组 46 例,男 29 例,女 17 例;年龄 18~ 47 岁; 右侧骨折

25 例,左侧骨折 21 例;中段骨折 19 例, 下段 (不含肱骨髁上

骨折)骨折 27 例;均无血管神经合并症。车祸伤 24 例, 重物

砸伤 11 例,机器绞伤 2例, 跌伤 8 例,暴力扭伤 1 例。均为闭

合性骨折。类型:横断骨折 19 例, 斜形骨折 16 例, 螺旋骨折

4 例, 粉碎骨折 7 例。受伤至治疗时间 2 小时至 12 天。全部

病例骨折均有不同程度的移位。

2 � 治疗方法

外固定架制作: �型� 用直径 4�0 mm 铁丝制成宽 8 cm,

长 70~ 80 cm(根据患者上肢的长短, 胖瘦决定)的框架。中

段折成直角,上臂部分长约 35 cm,前臂部分长约 40 cm。远、

近端边折成弧形以适应肢体形状。 型� 在�型基础上近端

超肩, 在肩上部折成贴附肩部的前、后两个柄,以便固定肩关

节。直角架在肘,肩关节部形成两个近似的直角。各部分用

宽绷带攀绕 4 层。

应用方法: ! 局部血肿穿刺抽出积血后注入 1%普鲁卡

因 10~ 15 ml。∀ 骨折常规手法复位后维持。 # 上臂常规小
夹板固定。∃将直角架安装于患肢,宽绷带缠绕固定。直角

架长、宽可根据患肢长度, 局部肿胀情况来灵活掌握。前臂部

分超掌指关节,肩部根据骨折类型取决固定与否。横断或有

嵌插的骨折用�型架,长斜形、螺旋形,粉碎骨折用 型架、关
节骨突起部及腋窝垫软垫,颈带悬吊。% 横断骨折有分离者

除用�型架固定外,加用肩肘弹力带固定, 弹力带两端尼龙粘

带可调节拉力。弹力带须保持在患侧肱骨的中轴位。

3 � 治疗结果
本组病例采用此方法治疗后,经 X 光片复查, 骨折均在 6

~ 10 周内愈合。无一例延迟愈合或不愈合。经 1~ 3 年随

访,骨折愈合佳, 肘关节功能无异常。无继发神经损伤症状。

4 � 讨论

在三角肌止点以下发生的肱骨中下段骨折,因肱二头肌、

三头肌的拉力相对较弱,肢体的重力作用易致骨折端发生分

离移位。也有因麻醉、反复整复、过度牵引、复位后没有采取

预防分离的措施而引起[ 1, 2]。固定不确切与断端分离是骨折

不愈合的主要因素[ 2]。

小夹板再加用直角架外固定,弹力带轴向加压治疗肱骨

中下段骨折, 是采用中西医结合骨折复位外固定的原理。!
骨折复位后可得到较稳定的外固定。避免了切开复位内固定

破坏肱骨血供及损伤神经的危险。而手法复位时只要方法得

当, 操作轻柔,可避免造成血管神经的损伤。∀ 该方法为动静

结合的治疗方法, 虽然限制了肩、肘、腕关节活动, 但可作握拳

动作, 上臂肌肉作等长收缩,有利于骨折和软组织的修复。#

直角架及小夹板质量轻, 患者携带方便。直角架除 4� 0 mm

直径的金属框架外, 直接支持固定肢体部分为纱布, 通风性能

好, 患者易接受。避免了石膏固定时的不适感, 特别是石膏托

的重力作用可致骨折的分离移位。∃小夹板固定可通过上臂

软组织使复位后的肱骨维持其功能或解剖复位的结构关系。

但当前臂旋转时可造成对肱骨骨折端的不平衡应力, 骨折不

愈合率高。本法加用直角架经颈带将肩、肘、腕三大关节均达

到相对固定。对维持骨折复位状态有较大益处。% 应用弹力

带固定肩肘可起到对抗骨折远端肢体重力对骨折造成的分离

作用。使复位后的骨折断茬之间互相嵌插, 有助于骨折面紧

密衔接。并且对断端之间起到持续轻缓的加压作用, 刺激成

骨细胞的生长。

应用本方法应注意: ! 有血管神经损伤者不适用。∀ 因
整个上肢(除手指外)均被绷带包裹, 应注意肢体肿胀及血循

环情况, 防止发生骨筋膜室综合征。# 最初 2 周内应隔 2 日

X 光透视一次,并注意调整弹力带拉力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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