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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锁关节脱位的治疗方法很多
,

手术方法加上

非手术方法约有 Α Β 余种〔‘〕
,

这说明对肩锁关节脱位

的治疗尚未完善
。

本文介绍一种非手术治疗方法
,

利用石膏腰围压迫带
,

达到肩锁关节的复位与固定
,

使损伤的韧带
,

关节囊得到修复
。

通过对 ΧΒ 例患者

的治疗观察
,

评价该方法治疗肩锁关节脱位的意义

及适应证
。

Δ 临床资料

本院自 ΔΕ Ε Φ 年 Γ 月 一 ΧΒΒ Δ 年 ΔΒ 月共收治肩锁

关节脱位患者 ΦΗ 例
。

按 川8& +# & 川分类法
Ι &度脱位

Δϑ 例
,

ΔΔΔ 度脱位 Χϑ 例
。

共有 ΧΒ 例接受了石膏腰围

压迫带外固定法治疗
,

男 Δϑ 例
,

女 Α 例 :左 ΔΧ 例
,

右

Η 例
。

其中 &度脱位 Δϑ 例
,

ΔΔΔ 度脱位 Α 例
。

年龄 ΧΓ

一 Α Γ 岁
,

平均 ΦΓ 岁
。

Χ Β 例均有外伤史
。

损伤至人

院接受治疗时间均在 Χ 周以内
。

Χ 治疗方法

治疗前均经双侧肩肩锁关节前
、

后位水平投照
,

包钢白云铁矿职工医院
,

内蒙古 包头 ΒΔ ϑΒ ΗΒ

摄 Κ 线片和应力 Κ 线片
。

双侧对比
,

并按 拟+% #& 分

类法
,

ΔΔ 度为肩锁关节部分脱位
,

ΔΔΔ 度为肩锁关节完

全性脱位
。

患者直立位
,

两上肢高举
,

先上石膏腰围
,

上缘

齐乳头平面
,

下缘至骼前上棘稍下部
,

围腰前后各装

两腰带铁扣
,

一对位于伤肩对侧胸骨旁和对侧柱旁

的石膏围腰上
。

另一对位于同侧腋前后线的石膏围

腰上
。

待石膏凝固干透后
,

用厚毡一块置于肩上
,

另

用宽 Φ )!& 的弹力橡胶带两条
,

一条通过患者肩所放

的厚毡上 Λ锁骨的中外 +ΜΦ 处 Ν
,

将两端系于对侧胸

骨旁和对侧脊柱旁的铁扣上
。

另一条
,

一端系于同

侧腋前线铁扣上通过患肩锁骨外端隆起部和肩峰绕

住锁骨外端肩峰及肘关节系于 同侧腋后线的铁扣

上
。

适当用力拉紧两 固定带
,

使分离之锁骨外端与

肩峰接近同一平面
,

拍片证实无误后
,

以三角巾将患

肢悬吊于胸前
。

固定 Γ 一 Α 周后开始主动活动肩关

节
。

先作肩部的伸屈活动
,

以后再作上臂的外旋
、

内

旋
、

外展
、

内收及上举动作
。

逐渐加强活动
,

防止粗

肌肌健重建膝关节后交叉韧带仍然是一种可靠的方

式
。

手术应注意的问题
Ι
后交叉韧带的起点位于胫

骨平台后缘下 Β
�

/ )% 处
,

故术中将半健肌肌腔尽量

从止点穿出
,

以便最大限度达到生理要求
。

在固定

时
,

将膝关节屈 曲 ΦΒΒ
,

充分拉紧后做等长固定〔Γ〕
。

为增加强度
,

可将韧带断端与半健肌肌键编织缝合
。

术后长腿功能位石膏固定
,

期间应嘱咐患者行股四

头肌等长收缩练习
,

去除石膏后应在医生指导下积

极功能锻炼
,

防止膝关节僵直
,

最好使用 Ο3Π 机
,

可

同时配合理疗
。

本组 Φ 例病人因早期缺乏足够有效

的锻炼
,

遗留膝关节轻度僵直
,

Χ 例病人术后行走时

膝关节轻微疼痛
,

经止痛药及理疗疼痛消失
,

日常生

活和工作不受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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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 ΧΒ Β Φ
,

Τ )〕Δ
�

ΔΑ
,

] ∋
�

Ε

暴被动活动
,

可配合按摩和熏洗
。

Φ 治疗结果

ΧΒ 例均得到随访
,

其中最短 Α 个月
,

最长 Γ 年
,

平均 Φ
�

Α 年
。

疗效按 ; #! .∋ &⊥
Φ〕分类分为三级

Ι =
,

不痛
,

肌力正常
,

肩可 自由活动
,

Κ 线片示肩锁关节

解剖复位或半脱位
,

其间隙小于 Γ
>

: _
,

满意
,

病人

诉微痛
,

功能受限
,

肌力中度
,

肩活动范围在 ΕΒΒ 一

Δ ΗΒΒ
,

Κ 线片示肩锁关节间隙在 Γ一 ΔΒ >
: Ο

,

差
,

疼

痛并在夜间加剧
,

肌力不佳
,

肩活动在任何方面皆小

于 ΕΒΒ
,

Κ 线片示肩锁关节仍脱位
。

结果 & 度 Δϑ 例

中
,

ΔΧ 例 = 级
,

Χ 例 _ 级 : ΔΔΔ 度 Α 例中 Φ 例 _ 级
,

Φ 例

Ο 级
。

Κ 线结果
Ι &度脱位 Δϑ 例于固定后 Φ一 Α 周达

完全复位
,

Α 一 ΔΧ 个月后摄 Κ 线片显示 ΔΧ 例保持完

全复位
,

Χ 例仍有部分移位
,

但较治疗前有改善
,

% 度

脱位 Α 例
,

Φ 一 Α 周摄 Κ 线片 Χ 例达到完全复位
,

ϑ 例

部分复位
。

Α 一 ΔΧ 个月后摄 Κ 线片复查
,

Φ 例再度部

分移位
,

Φ 例为完全脱位
。

ϑ 讨论

ϑ
�

Δ 压迫带外固定治疗肩锁关节脱位的原理 肩

锁关节的稳定除了靠关节囊及其加厚部分形成的肩

锁韧带
、

咏锁韧带Λ锥状韧带 Ν
、

斜方韧带外
,

尚有三

角肌和斜方肌的部分健性组织参与
,

共同组成一个

稳定的动力结构系统
,

以克服上肢重力和斜方肌
、

胸

锁乳突肌的牵拉对肩锁关节产生的分离力和剪切应

力
,

使肩关节保持在正常的解剖位置上
,

当外力致这

些稳定的关节囊
,

关节的韧带及键性组织部分或全

部断裂后
,

肩锁关节 即发生脱位
。

根据 川+% #& 分型

将之分成三型
。

本组 & 型脱位 Δϑ 例
,

ΔΔΔ 型脱位 Α 例
。

本组病例中所采用 的石膏腰围弹力压迫带外固定

法
、

内侧压迫带克服了胸锁乳 突肌的牵拉并起到了

咏锁韧带的向前向下牵拉作用
。

外侧压迫带及肩肘

固定带起到了克服上肢重力作用
,

并起到了肩锁韧

带的作用
。

为了韧带和肌肉的修复
,

固定持续时间

一般不小于 Α 周
,

不完全性脱位患者固定后 Α 周内全

部能达到并保持解剖复位
,

完全性脱位患者固定 Α

周后
,

Χ 例达到完全复位
,

ϑ 例达到部分复位
。

但是
,

被修复的韧带主要为瘫痕性纤维组织连接
,

其力学

性能还不能满足保持肩锁关节间解剖关系所需要的

强度
。

因此治疗 Α一 ΔΧ 个月随访出现 拟+%#
& +++ 度完

全脱位型仅 ΓΒ ⎯病例能保持部分复位Λ改善Ν : ΓΒ ⎯

病例在重力作用下
,

修复的韧带重新松弛
,

肩锁关节

又恢复到完全性脱位状态
。

不完全脱位 Λ& 度 Ν病例

ΗΒ ⎯能保持完全复位
,

ΧΒ ⎯ 仍有部分脱位
。

不完全

脱位患者的咏锁韧带组成之一斜方韧带虽已完全损

伤
,

但圆锥韧带仍得到保存
,

在韧带张力的松弛状态

下断端间靠拢接触
,

使修复较容易 :而且在日后的生

活中圆锥韧带的完整对修复中的斜方韧带起减张作

用
。

由此可见
,

石膏腰围压迫带外固定治疗肩锁关

节脱位的效果与肩锁关节脱位程度
,

咏锁韧带的损

伤程度密切相关
。

ϑ
�

Χ 压迫带外固定治疗肩锁关节脱位的适应证

对肩锁关节脱位的治疗仍有很大争议
,

目前为多数

学者所接受的意见是除了存在手术禁忌或不愿接受

手术治疗者外
,

对于 拟阮#& +++ 度的完全性脱位仍应

以手术治疗为主
,

对于 拟+% #& 且度的不完全脱位
,

首

先考虑非手术治疗
。

本方法对 用+% #& &度的不完全

脱位有较好疗效
,

Δ 年以后复位保持率 ΗΒ ⎯
,

临床效

果评定优良率高
。

但对 ΔΔΔ 度完全脱位
,

本方法随访 Δ

年以上
,

仅 ΓΒ ⎯ 的病例能达到并维持部分复位
,

另

ΓΒ ⎯病例复发完全性脱位
。

本法作为一种非手术疗法
,

对肩关节部分脱位

的病例临床疗效好
,

复位率高
,

复发率低
。

此方法的适应证是
Ι � �周以内的肩锁关节部分

脱位或部分不能接受手术的完全性脱位患者  ! 手
法可以完全复位者  ∀ 能耐受较长时间外固定者

。

#
∃

� 石膏腰围压迫带外固定的注意事项 腰围石

膏压迫带易出现皮肤压疮
,

所以护理上一定要注意

压迫带的松紧度保护毡垫的平整及皮肤情况
,

尤其

是锁骨外端和肩峰处
,

本组病例中均采用弹力带作

为压迫带
,

这也与肩锁关节之间的韧带连接相吻合
,

同时可减少皮肤压疮的发生
,

本组病例中无一例出

现皮肤压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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