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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以来,我们应用自行研制的矩形外固定器治疗胫

骨骨折 12 例, 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 外固定器的设计

器械结构 矩形外固定器的结构简单,由纵向螺纹杆、横

向连接板、针座和固定针四部分组成(图 1)。 纵向螺纹杆 2

根:粗 8mm, 长 180mm, 用于连接针座。 ! 横向连接板 2 块:

在纵向螺纹杆两端各连接一块, 可将两根螺纹杆横向连接在

一起,形成矩形结构, 以增强外固定器的稳定性。横向连接板

中部还有一夹针设置, 根据需要还可增加一固定针。∀ 针座
4 个:连接在纵向螺纹杆上,侧方有一开口,用于固定针的连

接,针座的一端有齿状结构, 通过一齿状垫片固定, 可防止固

定针的旋转,增加固定针的牢固性。针座可在螺纹杆冠状面

上环形活动,以适应固定针的交叉固定。通过旋转纵向螺纹

杆上的螺母,针座可在纵向螺纹杆上向近端或远端活动 ,达到

骨折端的撑开和压缩固定的作用。#固定针 4 根: 有粗 4mm

与 5mm 两种, 长度为 60~ 90mm 不等, 可根据临床的需要选

择固定针的粗细和长度。通过两个半球形螺母将固定针连接

在针座上。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设计了∃型外固定器, 增加了

固定针在矢状面上活动的功能(图 2) ,使用上更为方便。

2 临床资料

本组 12 例, 男 10 例, 女 3 例 ; 年龄: 24~ 38 岁, 平均 30

岁。均为外伤性胫骨骨折, 右侧 9 例, 左侧 3 例。中段 8 例,

近远端各 2例。10 例为开放性新鲜骨折, 2 例为骨折延迟愈

合。伤后 3~ 12小时接受外固定器治疗, 平均为 6 小时。外

固定时间为 10~ 12 周,固定期间没有发生固定针的松动与针

孔的感染,固定牢固, 没有发现骨折移位的情况。随访 1 5~

4 年, 平均 2 年。骨折愈合牢固,下肢功能恢复满意。

3 治疗方法

采用单侧腰麻,平卧位, 患肢置于牵引架上,行跟骨牵引,

在牵引下操作,有利于骨折对位,操作较为方便, 常规消毒铺

单后, 先行手法整复, 使骨折初步对位。然后, 将固定器置于

骨折中心, 确定好固定针的位置,先用一尖刀在进针处皮肤刺

一小口, 用血管钳分离至骨面, 再用 4mm 钻头预先打孔。然

后, 旋入粗 5mm 的固定钉, 穿钉深度以针尖穿出对侧骨皮质

2~ 3mm 为宜, 每一端的固定针, 最好不在一个平面上 ,相互

成角约 30%左右。经 X 线检查固定针的深度适宜后, 行手法

牵引闭合复位, 在维持牵引复位的情况下, 将固定针连接于矩

形外固定器上, 旋紧螺母,使固定针与针座牢固连接。然后,

在 X 线监视下, 调整纵向螺纹杆上的螺母, 直至骨折复位满

意为止。术后行踝与膝关节功能锻炼, 穿针部位每日用消毒

液清洁一次, 保持局部干净,一周内行 X 线复查, 必要时再做

适当的调整, 若固定满意,可扶拐下地行走, 维持固定 10~ 12

周, 待 X线显示骨折临床愈合后,拆除固定器。

4 讨论

小腿骨折伴有软组织损伤, 特别是伴有软组织缺损或骨

折已有感染时, 难以用小夹板或石膏绷带治疗, 这种情况下应

用常规持续骨牵引, 处理局部创面很不方便, 而且还需长期卧

床, 不利于病人局部或全身情况的康复, 因而, 多主张应用穿

针外固定治疗。本组应用矩形外固定器治疗, X 线复查骨折

复位满意, 这可能是通过外固定器的牵引, 骨折局部的软组织

和韧带也起到牵拉骨折片的作用 ,从而达到骨折复位的目的,

在牵引状态下, 局部软组织被拉紧,起到软组织夹板的作用,

对维持骨折对位起重要的作用。

我们认为, 应用矩形外固定器治疗胫骨骨折具有下述优

点:  可行加压和牵引固定,固定针容易调整, 有利于骨折的
整复; ! 固定器为矩形结构,固定后的稳定性好,优于单臂固

定技术; ∀ 固定针座有防旋转结构, 固定针连接后,较为牢固,
针不易发生松动。发生针道感染的机会也相对减少。因而,

该固定器很适用于胫骨骨折的治疗。

我们强调使用外固定期间的局部护理, 以预防感染。一

旦发生穿针部位感染, 将会影响整个治疗过程, 这也是该方法

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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