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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作用于骸骨内面的动力性压力 456
,

同时也约束了横裂之骨

块
。

再将一横
“

7
”

字钢丝置于骸骨的前面
,

固定纵裂之骨块
,

约束了骨折向内
、

外侧及水平面的移位
。

这样一种固定方式
8

环扎的钢丝包围在粉碎性骸骨的周围
,

在其周围产生相等的

周边平衡应力
,

纵横张力带消除了粉碎性骨块 向上
、

下
、

内
、

外
、

前方的移位
,

使横向和纵向骨折块都紧密嵌合
,

加强了这

种应力
,

并使张力变为压应力
,

从而使骨折块向中心集聚
,

达

到复位
、

内固定 目的
,

使粉碎骸骨的整体性与稳定性得到了更

进一步的提高
,

这就为粉碎性骸骨骨折早期的锻炼提供了有

利条件
,

而早期的锻炼防止了支持带
、

关节囊和韧带等软组织

的挛缩
。

同时
,

屈曲活动会对骨折端产生加压作用
,

有利于骨

折愈合
,

正是这种固定方法效果较好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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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整复治疗儿童肪骨裸上骨折

张双宝 查小柏

;郎溪县中医院
,

安徽 郎溪 0  <

自 099 5 年到    年 / 月
,

我科采用手法整复石膏托外

固定治疗儿童肪骨裸上完全移位骨折 55 例
,

疗效满意
,

介绍

如下
。

0 临床资料

55 例病人中
,

门诊治疗病人 5= 例
,

收住院治疗 例
,

男

=7 例
,

女 0: 例 Κ 年龄 一 0 岁
。

左侧 ≅ 例
,

右侧 例
,

均为

断端完全错位伸直型
。

就诊时间最短 = 分钟
,

最长 天
,

就

诊时均不伴有血管神经损伤
。

治疗方法
1

0 手法整复 患儿均仰卧诊疗床上
,

患肢肘窝向上前臂旋

后位
。

助手采用宽布带行腋窝加垫牵引
,

术者双手握住患肢

手部牵引
。

持续牵引 5 分钟后
,

以左侧肪骨裸上骨折为例
,

术

者左手维持牵引
,

右手拇指置患肢尺骨鹰嘴处
,

其余四指置上

臂前侧平肘横纹处 ;食指应包含远骨折端 <
,

右手逆创伤机制

整复的同时左手在保持牵引下屈曲患肢肘关节达 9 
。 ,

检查

复位满意后行石膏托固定
。

1

固定 复位满意后采用腋下 =Λ∃≅ 至掌指关节石膏托外

固定
,

固定患肢屈肘 9 一 00少
,

石膏塑形时并将肘关节于轻

度外翻位
。

尺偏型骨折固定患肢前臂于旋前位
,

挠偏型骨折

固定患肢前臂于中立位或轻度旋前位
,

治疗初期 周内并用

颈腕绷带悬挂固定患肢于胸部前外侧
,

摄片复查时均勿使患

肢上臂旋转
。

固定初期 周内门诊病人留院观察 0一 天
,

每

隔 =一 5 天复诊
,

肿胀减轻即予以调整石膏托固定
。

1

= 药物治疗 早期活血止痛消肿
,

中后期可配合续筋骨药

物内服
。

= 治疗结果

5 5 例病人中均解剖对位或近似解剖对位
,

均为一次手法

整复成功
,

其中有 5 例复诊时有再移位
,

但移位较少仍为近解

剖对位而未再次整复
。

获得随访 5 例
,

随访时间 / 个月 一 =

年
,

无肘内翻发生
。

讨论
1

0 复位 本手法牵引采用腋下加垫宽布带和握住患肢

手部
,

减轻了患肢肘部皮肤等软组织紧张度
,

有利于整复时触

摸清楚和断端的复位
,

常常在牵引下侧方移位等即已纠正
。

术者的右手四指置断端处包括了远骨折端
,

整复中可防止

矫枉过正形成屈曲型骨折
。

 患肢前臂置旋后位整复是逆创

伤机制复位
,

容易达到解剖对位和一次整复成功
。

一次整复

成功减轻了肘部再损伤
,

减少了肘内翻骨化性肌炎等发生
。

!
∀

# 固定 肘关节应屈曲在 ∃ %。一 & ∋∋ 之间固定
。

在此固

定既能使断端稳定性加大防止骨折远端的旋转和再移位
,

又

能防止屈肘过度形成的断端向后成角川
。

肘关节屈曲固定

前臂旋后位时
,

骨折断端尺侧骨皮质相互挤压嵌插
,

挠侧则相

应分离
,

易形成肘内翻
。

所以尺偏型为前臂旋前位固定
,

挠偏

型为前臂中立位或轻度旋前位固定
,

均防止 了肘内翻的发

生 (#)
。

 患肢固定于胸壁前外侧
,

限制了上臂的旋转活动可

防止骨折端的旋转
,

以及防止了前臂垂重力作用使肚骨下端

发生发育不平衡(∗)
,

从而防止肘内翻
。

+采用达掌指关节的

石膏托和定期复诊及早期活血消肿治疗能减轻伤肢肿胀
,

减

少张力性水泡形成
,

并能控制肘部的屈伸
、

旋转活动以防止断

端再移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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