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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骨骸上骨折是儿童肘部最常见的骨折
。

最常用的治疗

方法是闭合复位
,

石膏托外固定
,

牵引
,

闭合复位经皮克氏针

内固定和切开复位内固定
。

移位骨折的治疗问题很多
,

包括

神经
、

血管损伤
,

获得和维持复位困难
,

以及肘关节僵硬或肘

内翻畸形
。

本文就 8ΦΦ 年 8 月至 8ΦΦ 年 Φ 月 ΦΓ 例移位性

伸直型肪骨裸上骨折不同方法治疗的结果进行报道
。

8 临床资料

8
!

8 一般资料 男 ΗΙ 例
,

女 8Φ 例 Χ 年龄从 8 个月至 8Ι 岁 Χ

左侧 例
,

右侧 ΓΓ 例
,

大多数发生在 一 8 个月 ϑΚ 例
,

Λ
!

Ι Μ Ν伤后就诊时间从 8 小时至 Λ 天
。

按照简单的 ≅1 0∋
=

%1 ∗ . 系统川进行分类
。

88 型 Γ  例
,

− 型 Κ Κ 例
。

8
!

Λ 伴随损伤 骨折 同侧前臂损伤  例
,

尺挠骨骨折 !

例
,

挠骨下段骨折 ∀例
,

肠#∃% 骨折 ∀ 例 &对侧挠骨小头骨折 ∋

例
。 ∀ 例尺挠骨骨折和 ∀例 肠( ∃% 骨折行闭合复位石膏托外

固定
,

其余 )例切开复位内固定
。

∗ 神经损伤 正中神经损伤

)例
,

其中有 ∋例合并脸动脉损伤 & 挠神经损伤 ∀ 例
,

+ , ∋− .

/0 ( ( 缺血挛缩 ∀例
。

! 治疗方法

!
1

∀ 闭合复位外固定 )∀ 例患儿最初经闭合复位石膏托屈

肘位固定
。

肘屈约 ∀!22
,

对尺偏型骨折前臂旋前
,

对挠偏型骨

折前臂旋后
。

其中 ∀! 例因骨折复位再移位或考虑到血循环

行手术治疗
。

∀3 例经闭合复位石膏托外固定治疗
, )周后去

除石膏
,

肘关节主动功能锻炼
,

禁止被动伸屈
。

!
1

! 闭合复位内固定 ∀4 例患儿在 5 型臂 6 线机透视下采

用闭合复位
,

经皮克氏针内固定
。

石膏托保护 )周
,

肘关节屈

曲 72
。

一 3 2
。 。

!
1

) 牵引 ∀2 例患儿经过尺骨鹰嘴骨牵引治疗
,

如果牵引

少于 )周
,

使用石膏托外固定
,

使整个治疗时间达到 )周
。

!
1

 切开复位内固定  4 例中 )8 例患儿最初采取切开复

位内固定
,

另 ∀! 例是用石膏或夹板固定不能保持完全复位后

行切开复位内固定
。 )例开放性骨折

,

伤口适当延长经前方

人路
。

其余   例经外侧人路
。

切开复位的指征是 开放性骨

折
,

不可复性骨折或石膏托
、

小夹板不能维持复位的骨折
,

需

温州医学院附属二院骨科
,

浙江 温州 )!82!4

行神经血管探查的骨折
。

) 结果

本组患者平均随访时间为 )
1

9 年
。

参照 :∋ ;( ( 临床功能

评定标准 <!=
,

对肘关节功能进行评价
。

丢失携带角和丢失伸

屈功能在 2’

一 8 。

为优
,

7
‘

一 ∀2
’

为良
,

∀∀
’

一 ∀8 ’

为一般
,

大于 ∀8 ’

为差
。

结果见表 ∀
、

表 !
。

3) 例骨折中
,

∀ 例在院外用小夹板

固定 ∀2 天出现肌挛缩
,

转来我院行肌睦延长术
,

术后积极进

行手内在肌的被动锻炼和按摩
,

结果满意
。

合并神经血管损

伤的  例患者均进行了切开复位克氏针内固定
,

术后随访
,

恢

复良好
。

! 例患者小夹板固定后出现皮肤坏死
,

予以抗炎换

药治疗
。

表 ∀ 各治疗组肘关节平均伸屈活动度和携带角>度?

活动范围
组别 例数

—
携带角

伸 屈

闭合复位外固定 ∀3
一

)
1

4 士)
1

7 ∀ 2 士8
1

4 8
1

7 士8
1

!

闭合复位内固定 ∀4 )
1

3 士7
1

8 ∀)3 上8
1

) 3
1

! 土)
1

4

牵引 ∀2
一

3
1

4 士!
1

 ∀)2 士4
1

  
1

9 土4
1

!

切开复位内固定  4
一

8
1

2 士∀
1

2 ∀)7 士4
1

2 7
1

7 土!
1

9

未损伤时 3)
一

4
1

2 士 
1

9 ∀ ! 士)
1

9 3
1

! 士)
1

9

表 ! 不同治疗方法的结果分析>单位 例数 ?

治疗方法 例数 优 良 一般 差

闭合复位外固定 ∀3 3 8 ∀  

闭合复位内固定 ∀4 ∀ ) 2 2

牵引 ∀2 7 ! ∀ ∀

切开复位内固定  4 )2 ∀2 ! 8

 讨论

儿童移位性伸直型肪骨裸上骨折治疗较困难
,

治疗不当

可致 + 7 ≅− / 0 ( (
缺血挛缩

,

肘关节僵硬和肘内翻
。

避免并发

症
,

达到满意的功能和外观结果是其治疗 目的
。

肘内翻畸形的主要原因是复位时骨折远端的尺偏移位矫

正不完全
,

整复后位置丢失
,

产生尺侧的再移位
,

或骨折远端

内倾
,

造成骨折畸形愈合所致氏  
,

8Α 。

肘关节屈曲石膏托外固

定
,

在没有完全伸直前无法进行携带角的临床评价
,

许多学者

通过整复后摄片测量 Β0 Χ
( 角

,

准确预测携带角
,

预防肘

内翻发生 <7, 4 〕
。 Δ Χ <!Α 建议骨折复位后屈肘 ∀!22

,

当屈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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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ΤΟ ∋ Λ Λ
,

Υ) % %巨
,

>。」5 Φ

足时
,

肿胀消退后骨折远端出现再移位
,

导致肘内翻
。

但是
,

由于伤后患儿肘位肿胀明显
,

整复后过度屈曲可能引起血循

环障碍
,

导致 ς) %Ω∗
址:∗ ∗

缺血挛缩
。

因此
,

即要维持骨折整复

后的稳定
,

又能避免血管神经并发症
,

是治疗完全移位的肪骨

裸上骨折的重要原则
。

本组中最初有 Γ8 例经闭合复位外固定治疗
,

最终有 8Λ

例因骨折复位再移位或考虑到血循环障碍行手术治疗
,

其余
8Φ 例经闭合复位外固定治疗

,

优 良率为 ΗΙ Μ
。

比 .% )Δ 等 Ξ/Ψ

认为
,

闭合复位最多允许三次
,

如果不成功
,

建议改变治疗方

法
,

并且把肪骨骸上骨折的治疗看作一个动态过程
,

如果需二

次操作
,

应该改变最初的治疗方法
。

闭合复位外固定结果较

差
,

可能是由于反复闭合复位对软组织损伤大
,

出血多
,

血肿

机化常形成瘫痕
,

影响肘关节的伸屈功能
。

为了减少并发症

发生
,

我们主张在整复时不防矫枉过正
。

当即拍肘关节正侧

位片
,

测量 Ζ1 6%∗ 1∗ ∗ 角
,

使其改变在 Κ) 以 内为止
。

把前臂固

定于旋前位
,

一周内严密观察血循环
,

必须准备改变治疗方

法困
。

闭合复位外固定不适宜治疗移位性肪骨裸上骨折
,

该

方法对循环有潜在危害
,

难于维持复位
,

导致携带角丢失和肘

内翻畸形
。

牵引对治疗完全移位的肪骨裸上骨折是一个简单
、

安全
、

可靠的方法
。

本组中优良率为  Μ
。

牵引对于就诊较晚
、

肘

部肿胀严重
、

不可复性或粉碎性骨折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

方法
。

但其缺点是住院时间长
,

由于远端持续后倾
,

肘反屈增

加
,

本组资料中牵引治疗患者反屈明显增加
。

切开复位应严格其适应证
,

因为有感染和肘关节僵硬的

危险
。

适用于开放性骨折
,

需血管神经探查者及不可复性骨

折
,

但肘内翻畸形的发生率并未因切开复位而降低 ΞΦΨ
,

而且肘

关节功能障碍也是其常见的并发症
。

本组优 良率为  Κ Μ
。

这主要是由于复位时遵循挠侧嵌插
,

尺侧分离
,

尺偏型矫枉过

正或轻度挠偏
,

挠偏型不矫枉过正的原则
,

不满足于骨折端的

对正
、

对齐
,

而是恢复骨折段的正常轴线
,

纠正尺侧骨皮质塌

陷
。

避免后方人路
,

术后旋前位固定
,

早期功能锻炼
。

本组 8Η 例在 Ο 型 3 臂线机透视下采用闭合复位固定治

疗
,

优 良率为 8 Μ
。

表明在骨折复位满意后
,

采用经皮交叉

克氏针内固定
,

能避免骨折再移位
,

防止骨折畸形愈合形成

肘内翻
,

避免肘关节过屈
,

因而能防止前臂血循 环障碍
,

ς) %Ω
Σ

∗ ∗ 挛缩发生 Χ住院时间短
,

术中能估计携带角
。

这种

方法有利于合并同侧前臂骨折的治疗
。

但要注意克氏针应

该进人对侧皮质
,

但不要穿透皮质
,

以免克氏针游走
。

本组

无尺神经损伤可能与术中 Ο 型臂 Β 线机监视显示内上裸后

穿刺有关
。

闭全复位经皮克氏针固定治疗完全移位的肪骨骸上骨折

不仅能取得满意的临床功能效果
,

而且可以避免肘内翻和血

管神经合并症
,

建议有条件的单位应作为首选方法
。

参考文献

8 ≅1 0∋ %1∗ . ΠΠ
!

[ 1 ∗1 <

∃−∃
∗ ∋ )+ / 65 01& )∗ .4%10 +0 1& ∋∋(0 ∃/ ) +∋,∃ ,

6∴∗∃ 06/ (∗

∃ ,(%.0∃∗
!

#6 0< ≅ 4 %%∃

&)% Τ ]/ ∋∃ ∋ ,

8 Φ ΚΦ
,

8 Φ ⊥ 8Ι Κ
一

8 ΚΙ
!

Λ 2() ∗ ∃ _ [
,

≅ 01 ,1− ? ⎯
,

⎯ 01Ψ](∃, Π:
,

[ 1Π % 1 <

∃−∃
∗ ∋ )+ . (/2 %1& ∃. ∃ 3 ∋ ∃ ∗

=

/ 一。仆 ∋42∃ / 620 1 & Τ %%. 4%10 +01& ∋
60∃

) + ∋,∃ ,
6−∃

06 / (∗ ∃,(%.0∃∗
!

Π 场
∗ ∃

Π) (∗∋ # ∋」0< ϑ_
∗ %Ν

,

8Φ   
,

Η ⊥ Ι 8
一

Κ
!

Γ 徐英杰
,

张树伟
,

张子元
!

Λ 8 例小儿胧骨裸上骨折治疗方法改进的

探讨
!

中华骨科杂志
,

8Φ Φ  
,

8  ϑ Ν
⊥ Ι Γ

一

Ι
!

Ι Ο,∃ // 】Β玉
,

9∃1 ,∃4 Π9
,

?” .( 刀1 ∗ ΠΟ
!

Ο 6](∋ 6 / Υ1 06/ ⊥ #(< %% (+(& 1 %%∋ +1& ∋) 0/
!

Π 2 ∃. (1 ∋ 0 ) 0∋ ,) 5 ,

8Φ Φ Ι
,

8Ι ⊥ 8 Φ
一

8Φ Λ
!

Κ # ∗ % (∋, 9
!

α∃ 么〕0%五∋4 +) %%) Δ (飞
/6 5 01 &)∗ .4%

1 0 +0 1& ∋ 6 0∃ ) + ∋,∃ ,
60∗∃ 06/

!

Π

8玉”% ∃ Π) (∗ ∋ #6 +< ϑ儿
8 8Ν

,

8Φ
,

Ι Λ ⊥ Λ Γ Κ
一

Λ Κ Λ
!

徐华梓
,

池永龙
,

毛方敏
,

等王晒
∋妞881 %% %%

角测量的意义及其影响
!

中

华小儿外科杂志
,

8Φ Φ Η
,

8 ϑΚ Ν
⊥ Λ Φ Κ

一

Λ Φ Η
!

Η ⎯ ∃∃ ∗ 1∗ β >
,

Ο%∃< < Π
!

ς1 五1 ∋()∗
) +Ζ1

6−1∗∗
’ / 1 %%< %∃ 州 ∋, 昭∃

,

/∃3
,

1∗ .

/ (.∃ ⊥ :∗ %%〕%(&1 ∋ () ) +) 0 (∋/ 6 / ∃ (∗ 01 . ()%呢(&1% −)− ∋)∗ ∗<
) + /
叩
01&)∗

.4%10

+01& ∋ 6 0 ∃ ) + ∋, ∃ ,6−
∃06 / Χ∗ ∃,( %. 0 ∃ ∗

!

Π 2∃ .( 1 ∋0 (∃ ϑΝ0 ∋,Τ 2 ,

8 Φ Φ
,

8 ⊥ Φ Η
=

Φ  
!

 :%1 . %) Δ _ :
, ,

』Ω , 1 ∗ ∃ 2
,

> (&) % χ Τ
!

_ /∃ %∃& ∋(Υ ∃ ∋0∃1 ∋∗ 8∃ :8∋ 1 220以:&, ∋)

/6 5 01 &)∗ . 4%1 0 +01 ∃ ∋
60∃

) + ∋,∃ ,
6−∃

0 6 / (∗ ∃,( %.0 ∃∗
!

Π 2∃. (1 ∋0( ∃ Ο卜∋,) 5
,

8Φ Φ
,

8 ⊥ 8 Ι
一

8
!

Φ 徐华梓
,

李也白
,

池永龙
,

等
!

儿童肪骨裸上骨折切开复位术后肘内

翻畸形
!

中华小儿外科杂志
,

8 Φ Φ Κ
,

8 ϑ%Ν ⊥ Λ  
一

Λ Φ
!

ϑ收稿
⊥ Λ Λ

一

8
一

ΛΚ 编辑
⊥

李为农 Ν

征订启事

《中文科技资料目录
·

中草药》为双月刊
,

每期定价 Γ 元
,

全年订价 8 元
。

国内统一刊号
⊥ Ο> 8Λ

一

8 8 Ηδ
χ

。

编辑部自办发行
,

欢迎订阅
,

银行信汇
、

邮局汇款均可
。

编辑部地址
⊥ 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 Γ 号

邮政编码
⊥ Γ 8Φ Γ 联系电话

⊥
ϑ Λ Λ ΝΛ Γ  Λ Λ 传 真

⊥
ϑ Λ Λ ΝΛ Η Γ 8Γ Λ  ε

一

−1 (%⊥ %4< (Λ 8   φ ,) ∋−1
(%

!

&)−
Χ

∴Δ Ω!Ψ− %φ −1 (%
!

& ,( ∗ 1
!

&) − 开户银行
⊥ 天津市工商银行南门外分理处 银行帐号

⊥ Η8 Λ Ι  Φ ΓΛ 银行户名
⊥

天津药物研究院

《中国全科医学》杂志为月刊
,

国际标准版本
,

大 8 开
,

 Ι 页
,

邮发代号 8 一 Γ Γ
,

每期定价 Η 元
,

全年  Ι

元
,

欢迎广大读者到邮局订阅
,

亦可直接汇款至中国全科医学杂志社发行部邮购
。

ε
一

−1 (% ⊥ Δ ∃% &) − ∃φ &,( ∗ 1< 5
!

∗ ∃ ∋ Χ , ∋∋5 ⊥
δδ Δ Δ Δ

!

∃, (∗堪5
!

∗ ∃ ∋ 地址
⊥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路甲 Ι Λ 号

,

中国全科医学杂志社 Χ 邮编
⊥ Κ Λ Φ Χ 电

话ϑ传真 Ν ⊥ Γ 8
一

Γ Φ Κ Γ Κ
。

北京市右安门外西头条 拍 号
,

中国全科医学杂志编辑部 Χ邮编
⊥ 8 ΚΙΧ 电话 ϑ传

真Ν
⊥ 8

一

 Γ Κ Λ Κ Κ Κ

《中国民间疗法》为月刊
,

正文 Ι 页
,

每册定价
!

 元
,

全年定价  8
!

元
,

邮发代号  Λ
一

ΦΚ
,

各地邮电局

ϑ所 Ν均办理订阅
。

也可直接从本刊邮购ϑ免收邮费 Ν
。

邮购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东兴路七号《中国民间疗法》编

辑部
,

邮编 8 Λ Η
,

电话
⊥
ϑ 8 Ν Ι 8   Λ

,

Ι 8 Κ Γ Ι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