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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于肩关节镜的应用使原包括在冻结肩等的很多病变得

以明确。例如,肱二头肌长头肌腱炎及腱鞘炎、喙突炎、肩袖

病变、肩峰下滑囊炎等。冻结骨最常用的治疗方法还是手法

及关节内类固醇注射, 有条件的医院用关节镜松解粘连。我

们在基层医院, 20 多年来用推扳法治疗数万例的冻结肩患

者,取得了良好效果。今介绍推扳法如下。

用 1% 普鲁卡因 20~ 30ml, 加入强的松龙混悬液 1ml

( 25mg) ,注射于患肩关节囊内外, 使其广泛浸润, 亦可结合肩

、肩贞、肩、曲池等穴位封闭。10 分钟后, 可行推扳。患

者仰卧,术者立于患侧,身靠患者髋部, 以防体位移动。以一

手固定患肩, 另一手握患侧上臂中段(不可握下段, 以防推扳

时发生骨折)。开始时以柔和缓慢的速度旋转患肩, 逐渐扩大

肩关节活动范围,推臂向上, 高举于头侧;使上臂内收, 手超越

对侧肩峰;再推臂外展, 使大于 90�。然后让患者坐起或侧卧,

将患臂外旋、背手,使其手摸到对侧肩胛骨。在向各方面推扳

中, 尤其上举、外展、后背时,均可听到不同程度的撕裂声。如

麻醉适当, 患者一般均能忍受。如肌肉发达、推扳确有困难

者, 可在硫喷妥钠静脉麻醉或全身麻醉下进行。部分患者术

后即可使肩关节活动恢复至正常范围。

治疗后必须教给患者利用各种条件因地制宜地练习肩部

的功能, 如旋臂、举臂、外展、背手、两手摸墙向上高举、利用树

枝或门框悬臂、用桌面推肘背手、两手牵毛巾擦背、利用滑车

活动肩臂等。须经常练习, 同时注意保暖, 以巩固和提高疗

效, 防止复发。多数患者术后有几十分钟至 1~ 2 天的疼痛,

一般无肿胀或出血现象。以后疼痛逐渐消失或减轻。如术后

肩功能仍受限, 可再次推扳,效果亦满意。如肩功能恢复而局

部仍有疼痛者, 可按前述方法封闭治疗 3~ 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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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折顶法治疗儿童股骨粗隆间和粗隆下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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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笔者采用牵引折顶手法复位治疗儿童股骨粗隆间和粗隆
下骨折 21 例, 效果满意,报告如下。

1 � 临床资料
本组 21 例中男 15 例 ,女 6 例; 年龄 2~ 12 岁。左侧 13

侧,右侧 8 例。螺旋形、横形 13 例,粉碎性 5例, 斜形 3 例,均

为新鲜闭合性骨折。

2 � 治疗方法
� � 患儿平卧在病床,局部麻醉后, 上助手 1 把住腋窝和上助

手 2固定骨盆,向上牵引。下助手 1~ 2 人手握踝部 ,向下牵

引拔伸,须向纵轴方向拔伸, 以纠正重迭移位及成角畸形。术

者食指固定大腿根部骨折端,待骨折部有向下摩擦感时 ,外旋

骨折在下助手牵引下外展内收。内翻性骨折将骨折远端向内

推,使患肢外展内旋, 然后双手拇指抵住骨折近端外侧, 双手

2~ 5 指环抱大腿内侧骨折远端,在牵引下向外侧折顶, 两拇

指并列抵压骨折突出的粗隆部,双手 2~ 5 指固定远端, 并使

骨折处加大成角 30�~ 50�, 依靠手指感觉骨折端的骨皮质已

互相接触后,骤然用环抱的 2~ 5 指将骨折端的折角伸直。进

行反折的同时,双手拇指要继续推按突出的粗隆近端, 这样就

能够矫正重迭移位, 旋转、成角、髋内翻的儿童股骨粗隆间及

粗隆下骨折。复位满意后取皮牵引或胫骨结节下 2~ 3cm 中

立位或外展位持续牵引 3~ 6 周, 摄片复查有骨痂生长, 骨折

端稳定后去除牵引, 床上锻炼 1~ 2周后逐渐下床锻炼。

3 � 治疗结果
� � 本组 21 例中牵引折顶手法整复后达到解剖复位 14 例,

近解剖复位 7 例。临床愈合最短 21 天, 最长 70 天。随访 6

个月以上, 无一例畸形愈合及髋内翻并发症和下肢短缩跛行。

功能恢复优良。

4 � 体会

本疗法应注意的问题:  用力大小以骨折后 X 光片重迭

移位旋转的多少而定, 用力方向可正、可斜,单纯内外、重迭移

位者, 行内外成角折顶; 有前后移位者,行前后方折顶。本法

不仅有助于矫正内外侧重迭移位, 亦可矫正前后方移位。!

注意折顶角度不宜过大,折角方向应避开股动静脉及坐骨神

经, 并注意勿刺破皮肤。∀ 有条件者应在 C 臂 X 光机或透视

下指导整复, 复位后摄床旁 X 光片复查, 复位满意后要牵引

固定, 定期摄 X片复查 ,了解骨折对位对线及骨折愈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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