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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骨外科颈骨折多发于老年人
,

手法整复或手术治疗较

少
,

以避免使肩关节功能恢复更加困难而形成肩关节周围炎
,

因此固定后早期持久的康复治疗对肩关节功能恢复具有重要

意义
。

豁1)5 (ϑ ‘〕提出滑膜关节的持续被动活动Κ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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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ΝΛ Ο Π理论
,

认为在坚强 内固定的基础 上早期

ΝΛΟ是预防关节囊外及肌肉粘连的有效方法
。

摆臂皮牵引

固定法利用 压1)5
(

的ΝΛ Ο 理论
,

达到了早期活动和早期功能

恢复的治疗效果
。

!ΘΡ 年 ∀ 月 一  � �� 年 ∀ 月我们应用摆臂

皮牵引固定法治疗肪骨外科颈骨折 ΣΘ 例
,

取得了满意疗效
。

! 临床资料

本组 ΤΣ 例
,

男 !Υ 例
,

女  ∀ 例 Δ 年龄 ∀� 一 ς ! 岁
,

平均 ��
2

∀

岁
。

左  � 例
,

右  Σ 例
。

外展型 巧例
,

内收型  � 例
,

粉碎型 Υ

例
。

其中有 Τ 例因皮肤过敏而放弃摆臂皮牵引固定法
,

改用

手法整复小夹板固定
。

全部病例均获得随访
,

随访时间 ς 一

!Τ 个月
,

平均 !�
,

∀ 个月
。

 治疗方法

先洗净擦干伤肢
,

涂复方安息香酸配
,

以增加胶布粘性和

减少皮肤过敏的发生
。

取一块 � 一 87)∃ 见方的中央有孔的扩

张木板
,

放在 � 一 87 / 宽并与肢体长度相宜的胶布条 中间
。

在扩张木板孔处将胶布钻孔
,

穿绳打结
,

再将胶布两端沿中线

撕开 !� 一 !∀7 /
,

然后拉紧胶布
,

平整贴在伤肢骨折远端内外

侧皮肤上
,

完成皮肤牵引制作
。

白天下床活动时悬垂摆臂皮

牵引
,

牵引重量  一 Σ: 9
,

摆臂时作前后单摆运动
,

前后摆动幅

度夹角以 ��� 为宜
,

过大或过小则失去作用
。

卧床休息时肩关

节中立位以床边滑轮牵引
,

牵引重量 Σ一 Τ吨
,

以维持骨折复

位
。

牵引后每 日测量肢体长度
,

防止过度牵引
。

一旦发现伤

肢长于健肢
,

应减轻牵引重量
,

并拍摄床头 Ω 线片复查
。

摆

臂皮牵引治疗共 Σ周
。

Σ 治疗结果

按尚天裕等ϑ Ξ 的肩关节功能标准判定
Ψ

优
Ψ

前屈
、

外展
、

上

举及内外举较健侧差 ! ∀� 以内 Δ 良
Ψ
上举及内外举较健侧差

 ∀�
,

外展及后伸正常 Δ满意
Ψ

肩关节各个方向活动旋转较健侧

差 Τ ∀
’

以内
。

优良 Σ� 例ΚΘ 
2

Σ Ρ Π
,

满意 Σ 例Κς
2

ς Ρ Π
。

Τ 讨论

一般受伤后
,

脓骨外科颈骨折近端受冈上肌
、

冈下肌和小

圆肌的作用呈外展
、

外旋位
,

力量较小
。

而远折端受胸大肌
、

背阔肌
、

大圆肌及三角肌向内
、

向外上的牵拉力较强
。

故骨折

后一般向前成角
,

或内收
、

外展畸形
,

错位明显
。

摆臂皮牵引

固定法
,

通过拨伸牵引将肌肉拉长
,

使其疲劳对抗肌 肉的挛

缩
、

牵拉
,

恢复筋骨之原有的长度
,

轻轻的摇摆使牵引力作用

于骨折的远近断端
,

缓解因肌肉
、

韧带牵拉所造成的骨折移

位
。

随着肌肉的动静关系改变
,

从而使两断端主动迎合而复

位
。

同时
,

充满肌肉的间隔由于悬垂摆臂皮牵引限制形成了

一个相对固定体系
,

当肢体承担动态负荷时
,

软组织间隔起到

一个不可压缩液体的作用
,

引起组织体积固定
,

形成软组织对

骨干的
“

夹板
”

作用
,

促使由于肢体骨折所致的平衡得到恢复
,

从而控制骨折块的移动
,

防止发生进一步损伤
。

达到动态牵

引复位
,

弹性固定骨折的目的
。

摆臂皮牵引不是企图将骨折断端绝对固定
,

只是在保持

骨折断端相应解剖关系的同时
,

让病人肩关节进人合理的活

动
,

使骨折断端的不利活动Κ扭转
、

成角
、

分离及侧移 Π
,

减少到

最低限度
,

而保留了使骨折断端持续接触相互嵌插的有利活

动
。

这种活动使骨折断端始终承受一定的压力及应力 ϑΣ, Τ 〕
,

这是一种生理性刺激
,

能刺激骨痴生长
,

有利于骨折愈合
,

增

加骨的强度和刚度
。

同时合理的肩关节活动可改善患肢的血

液循环
,

使局部创伤性无菌性炎症期缩短
,

最大限度防止瘫痕

形成
,

有利于肌肉
、

关节囊及相关组织弹性和韧性的保持
,

有

效地维护肩关节功能
。

本组因皮肤过敏而放弃摆臂皮牵引固

定法的 Τ 例病例
,

改用手法整复小夹板固定
,

骨愈合时间与摆

臂皮牵引固定法大约一致
,

但是根据尚天裕等ϑ Σ 的肩关节功

能标准判定
,

肩关节功能则达不到
“

满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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