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渗透到植骨块内, 起到诱导成骨和增加局部血运的

作用, 有利于髓内成骨。髓内成骨的过程是缓慢而

持续的,有的学者认为骨折的另一断端存在非机械

性发生的电现象以及生化或神经作用可能是一个重

要因素[ 3]。骨折断端硬化骨较多, 难以清除或髓腔

难以打通时,可用细钻头将骨折断端钻成蜂窝状,可

起到同样效果。

4 5 间盘镜技术的优点 骨不连多数为开放伤手

术后由于局部骨缺损, 碎骨块失去血运以及固定不

确实, 下地活动早造成的, 由于长时间的骨折不愈

合,给病人的精神和肉体上均造成创伤,再次的切开

植骨病人往往难以接受。应用椎间盘镜的微创技

术,通过 2 0 cm 直径的通道进行植骨, 创伤小, 住院

时间短,使用异体冻干骨小块, 不再取自身髂骨, 缩

短手术时间, 不给病人造成新的创伤, 病人易于接

受。多数骨不连患者经过多次手术, 局部瘢痕形成

甚至有贴骨瘢痕,皮肤条件差,手术切开植骨后皮肤

缝合困难或术后皮肤坏死,造成骨质外露,影响骨折

愈合。椎间盘镜技术可以通过皮肤条件好的旁路到

达骨不连部位, 创伤小, 不受局部皮肤条件的限制。

作者认为,应用椎间盘镜技术同种异体骨移植治疗

骨不连是一简便、可行的治疗方法, 为四肢骨折后的

骨缺损及骨不连的治疗开辟了新的治疗途径,随着

部分器械的进一步改进, 椎间盘镜技术同种异体骨

移植治疗骨不连及骨缺损必将取得肯定疗效,值得

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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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带滑动牵引治疗锁骨骨折

何本祥 檀亚军
(成都体育学院附属体育医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我们自1999- 2001年 10 月采用肩带滑动牵引治疗手法复

位失败的锁骨完全移位性骨折 18例获得满意疗效,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 18 例中男 11 例, 女 7 例; 右侧 12 例, 左侧 6 例; 年

龄10~ 54 岁。入院时间1 h~ 5 d。锁骨中 1/ 3 骨折12 例,中

1/ 3 与外 1/ 3 交界处骨折 6 例, 均系锁骨完全移位性骨折远

折端向下移位,重叠移位大于 0 5 cm, 且经多次手法整复失

败而患者不同意手术治疗。

2 治疗方法

采用肩带滑动牵引治疗, 肩带是用两块 30 cm  5 0 cm

的白布,中间衬以 1 0 cm 厚的棉花缝制而成, 两端各缝一布

带,以系牵引绳用。患者仰卧位, 患肩背部垫薄枕, 肩外展

60!~ 80!, 肘关节屈曲, 手置于胸前, 用肩带绕过腋窝斜向外

上方牵引, 牵引力线与身体纵轴约成 45!角, 牵引重量 2~ 3

kg ,持续牵引 3~ 5 d 后,予床边摄 X 线片或透视复查, 若重叠

及远折端向下移位纠正(残余移位可用手法纠正) , 及时减轻

牵引重量,维持牵引 1~ 2 周后拆除牵引改背∀ 8#字绷带固定

3~ 6 周, 摄片复查后解除固定, 行肩关节功能锻炼恢复关节

功能。

3 治疗效果

3 1 复位标准 优: 骨折达到或接近解剖对位;良: 骨折略有

移位, 对线良好;差: 骨折对位对线不佳。

3 2 治疗结果 本组 18 例中, 行肩带滑动牵引治疗后, 按上

述复位标准: 优 13 例, 良 5 例。解除背∀ 8#字绷带固定后, 门

诊随访 3~ 6 个月,骨折均骨性愈合, 无明显畸形,肩关节功能

恢复正常。

4 讨论

肩带滑动牵引治疗锁骨骨折的适应症及注意事项 适应

症: ∃ 手法复位失败的锁骨中外 1/ 3 完全移位性骨折; % 无神

经、血管症状。注意事项: ∃ 肩带大小合适, 以防压迫腋窝内

的神经、血管,必要时在腋窝放置棉垫; % 牵引力线正确, 重量

适宜。开始牵引时应将牵引力线稍偏向外侧以纠正重叠移位

为主, 后再调整力线纠正向下移位; & 防止过牵。牵引过程中
要随时触诊了解断端情况, 当触摸到骨折断端较平整时, 予床

边摄片或透视复查骨位, 当骨折重叠及向下移位基本纠正时,

及时减轻牵引重量及调整牵引力线,以免矫枉过正; ∋骨折对

位后应维持牵引 1~ 2 周, 待骨折断端间有纤维连接较稳定

时, 改背∀ 8#字绷带固定,以纠正或预防成角和便于患者早日

下床活动。

肩带滑动牵引治疗锁骨中外 1/ 3 骨折方法简单适用, 又

可使患者免受手术治疗之痛苦,是治疗锁骨骨折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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