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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 1991年 7 月至 1998 年 6月, 采用纵行贯穿结扎加

张力带钢丝固定治疗髌骨骨折 31 例,临床疗效满意 ,现报告

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31例中,男 25例,女 6例,年龄 26~ 59 岁。骨折类型:

横断骨折 21例,下极骨折2例,粉碎骨折 5例,陈旧骨折3 例。

2 治疗方法

硬膜外麻醉下,作髌骨前横弧形切口 ,显露骨折处, 尽量

保护与骨块相连的腱膜, 清除积血, 搔刮骨折面, 使之成为新

鲜粗糙面。以布巾钳暂时固定骨折,检查关节面平整后 ,在髌

骨内外侧各平行纵行自下而上钻入一带孔克氏针(带孔克氏

针制作方法: 取直径为 2mm 的克氏针, 在距针尖 3mm 扁平处

钻 1mm 小孔) ,将 18 号钢丝穿入内侧克氏针小孔, 退出内侧

克氏针,双股钢丝即从内侧孔引出, 在其下端剪除因退出克氏

针时而扭曲的部分钢丝,即分成为两根钢丝; 将一根钢丝自内

侧孔上端穿入外侧克氏针小孔,退出克氏针, 即引出钢丝于外

孔下端,将此根钢丝抽紧, 结扎于外侧,完成纵行贯穿结扎(见

图1)。去掉布巾钳, 以麻醉穿刺针作引导, 将另一根钢丝自

内孔下端经髌骨前面从外孔上端引至外孔下端, 抽紧此根钢

丝的内孔上端及外孔下端,在髌骨前面呈 8 字交叉 ,结扎于

外孔下端(见图 2)。将两钢丝结折弯压贴于骨面, 活动膝关

节数次, 检查关节面平整,骨折固定牢靠后, 修复股四头肌扩

张部分,冲洗术野, 缝合切口。对严重粉碎性骨折, 则先行粗

丝线环扎,然后再按上述方法固定。

术后不作外固定,术后第 2 天开始做股四头肌收缩活动,

1 周后下地活动, 并开始活动膝关节。

所有病例均预防性应用抗生素, 即术前 2 小时静脉推注

小剂量抗生素,抗生素应用延续至术后 72 小时。

3 治疗结果

本组 31 例均获随访,时间 6 个月至 2 年, 结果 31 例切口

均甲级愈合, 全部骨折均愈合,膝关节伸屈功能恢复时间为 3

~ 7 周,平均 5 周。按胥氏[1]评定标准,优 28 例,良 3 例(均为

陈旧性骨折)。

4 讨论

4 1 本法的主要优点 髌骨骨折内固定方法较多, AO学派

认为当膝关节伸屈运动时, 其髌骨的前侧有分离趋势, 为张力

侧[ 2] , 因此,钢丝固定应经髌骨的前面, 使张力变为压力。笔

者采用钢丝纵行贯穿结扎, 加髌骨前面 8 字交叉固定,使骨

折块紧密接触, 有效地对抗膝关节伸屈时产生的张力, 固定牢

靠, 符合张力带钢丝固定原理。本组 31 例均获骨性愈合, 未

发生骨折再移位及钢丝松动和断裂现象。由于固定牢靠, 术

后不需外固定, 可早期活动膝关节,使关节功能恢复快,避免

了克氏针加张力带钢丝内固定的针尾痛[3]及单纯缝合环扎需

外固定而影响膝关节早期活动的弊端。本法内固定取除方

便, 仅需局麻下切 2cm 小口, 即可将钢丝取出。

4 2 严重粉碎性髌骨骨折的治疗 治疗髌骨骨折的目标, 是

尽可能保留髌骨, 恢复其解剖关系, 以维持其原有功能[4]。笔

者采用先粗丝线环扎, 再以本法固定治疗严重粉碎性髌骨骨

折,拓宽了髌骨骨折内固定范围, 保留了髌骨的完整性及功

能, 避免了髌骨切除后产生的股四头肌萎缩、伸膝无力等关节

功能紊乱的发生[ 5]。

4 3 引穿钢丝的操作 钻孔后,引穿钢丝在操作上存在一定

困难, 笔者采用带孔克氏针引穿钢丝,较好地解决了钻孔后引

穿钢丝操作上的困难, 使得手术简便, 节省了手术时间。

4 4 关于预防性应用抗生素的问题 预防性应用抗生素能

降低切口感染率, 节省患者住院费用。其适应症, 抗生素的选

用, 投药时间和途径等问题趋向于标准化[ 6]。笔者认为, 髌骨

闭合性骨折手术是预防性应用抗生素的适应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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