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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洲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骨科
、

附属育英儿童医院小儿骨科
、

温洲医学院骨科研究所
,

浙江 温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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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小儿骨科 9  
3

四川大学基础医学院解剖学教研室 :

【摘要】 目的 探讨牵拉肘发病机制与挠骨头颈
、

环状韧带
、

滑膜皱璧的关系
。

方法 对 !∀ 侧婴

幼儿和 !� 侧学龄前儿童肘关节挠骨头颈
、

环状韧带
、

滑膜皱璧进行解剖观察测量
。

结果 挠骨头矢状

径
、

横径均大于相应挠骨颈矢状径
、

横径6�; < 一  � < :
,

环状韧带上下缘弧长接近 6婴幼儿 �∀
3

=�
、

�∀
3

78

>
,

学龄前儿童 �=
3

7�
、

�8
3

∀7 > :
,

挠骨头后内侧
、

前外侧滑膜皱璧恒定存在
,

基底宽大
,

游离缘长 6婴

幼儿 ?
3

77 >
,

学龄前儿童 !!
3

 = > :
,

形态多样
。

结论 环状韧带或滑膜皱璧嵌人肪挠关节间是引起

牵拉肘发病的重要因素
,

该机制可以解释牵拉肘的临床表现
。

【关键词】 牵拉肘 9 环状韧带 9 滑膜皱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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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肘部最为常见的损伤即为挠骨头半脱位
,

约占儿童肘部损伤的 ;7
3

; < 川
,

发病高峰期在 ! 一  

岁
,

也可偶见 于学龄前儿童
,

通常称之为牵拉肘
,

也

有称之为牵拉性挠骨头半脱位
、

上尺挠关节环状韧

带半脱位等
。

通过一些学者的解剖学研究 ς� 一 ; 〕
,

目

前已否定婴幼儿的挠骨头与颈的粗细相似或小于挠

骨颈以致挠骨头容易由环状韧带拉出的观点
,

但关

于其确切的发病机制
,

尚有不同看法
,

有认为环状韧

带下缘松弛ς⎯α 或滑膜皱璧嵌人挠骨头与肤骨小头之

间造成半脱位ς 7〕
,

因此作者对环状韧带及滑膜皱璧

进行了解剖学观测
,

拟作进一步探讨
。

! 材料和方法

!
3

! 材料 经福尔马林常规固定非骨关节疾病死

亡的 ∀ 个月至  岁婴幼儿尸体 = 具 !∀ 侧肘部标本
,

 
β

至 8 岁学龄前儿童尸体 7 具 !� 侧肘部标本
。

解

剖去除标本肌肉
,

保留完整关节囊以进行观察测量
。

!
3

� 解剖方法 标本 自前侧中部向内侧水平切开

关节囊
,

注意不伤及滑膜皱璧
,

切 自肘后部鹰嘴时
,

向上沿鹰嘴边缘作弧形切开
,

继水平切向外侧
,

保留

外侧部分关节囊
,

至此
,

关节 已完全打开
,

从关节囊

内部对环状韧带6因环状韧带内层呈滑膜部分可能

嵌人关节间隙
,

从关节囊内测量则更能反映围绕挠

骨头的长度 :及滑膜皱璧进行观察
,

采用游标卡尺进

行测量 6误差 �
3

�� > :
。

!
3

 环状韧带观测 观察环状韧带形态
,

测量环状

韧带上下缘弧长
,

同时对挠骨头
、

颈的矢状径和横径

进行测量
,

所得数据进行头颈 比6挠骨头矢状径或横

径χ 挠骨颈矢状径或横径 :
、

环状韧带上下缘弧长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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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膜皱璧的观察测量 参照单云官等困对椎

间关节滑膜皱璧的形态分类
,

即分为
_
叶片状 6树叶

状:
、

月牙状6镰状 :
、

膜片状6片状 :
、

长条状 6条索状 :

及不规则形 6纤毛或绒毛状 :
,

以挠骨头为中心
,

将其

周围分为前外
、

前内
、

后外及后 内四个区域
,

对滑膜

皱璧位置分布及形态的进行观测
。

对其中较长且基

底较宽的滑膜皱璧进行测量
。

!
3

7 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
,

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 6[
55Α 一

Χ ∋Ψ ≅1 [ 4 ≅ :
,

ΣΗ ΣΣ !�
3

� 软件

包进行
。

� 结果

�
3

! 挠骨头颈及环状韧带的观测 环状韧带的上

下缘增厚
,

上缘明显
,

其纵切面呈三角形
,

上缘可嵌

人肪骨小头与挠骨头之间
,

但并未发现对挠骨头环

状关节面产生明显的压迫现象
。

表 ! 挠骨头
、

颈测遥6> :及头颈比

组别

婴幼儿

学龄前儿

头矢状径 头横径

3

!; 士 !
3

3

=∀ 士 !
3

颈矢状径 颈横径

?
3

 � 士 !
3

!  
3

∀ 土�
3

矢状径比 横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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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说明挠骨头颈的生 长发育较快
,

两组挠骨

头仍然 比颈大 �� < 以上6图 ! :
。

表 � 环状韧带上
、

下缘弧长及上下缘弧长比

组别
环状韧带

上缘弧长6> :

环状韧带

下缘弧长6> :

上下缘

弧长比

婴幼儿

学龄前儿

� ∀
3

= � 士 !
3

� 8

� =
3

7 � 士 !
3

; =

� ∀
3

7 8 士�
3

? 7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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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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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说明环状韧带弧长在婴幼儿及学龄前儿无

显著差异
,

上下缘弧长接近
。

�
3

� 滑膜皱璧的观测 婴幼儿组及学龄前儿组以

挠骨头为中心的滑膜皱璧的分布见表  
。

表  两组以挠骨头为中心观察到有滑膜皱裳

的分布位置6单位
_
侧 :

侧数 前内侧 前外侧 后内侧 后外侧

5 8∀�
(‘门皿!了勺�

招
工
门
!57?

‘&八!!旧!,!

婴幼儿

学龄前儿

上表说明以挠骨头为中心的滑膜皱璧的分布极

为广泛 6图洪  :
。

�∀ 侧中均发现挠骨头后内侧及前外侧的滑膜皱

璧恒定存在
,

后内侧以叶片状居多
,

而前外侧以绒毛

状居多
。

两组合并 �∀ 侧标本挠骨头后内侧及前外

侧滑膜皱璧的形态分类见表 ;
。

表 ; 滑膜皱袭的形态分类6单位
_

侧 :

解剖侧数 叶片状 月牙状 膜片状 条索状 绒毛状
(
件!!58�

厂[了[,山勺‘后内侧

前外侧

挠骨头后内侧的滑膜皱璧游离缘较长
,

基底宽

大且肥厚
,

有 ∀ 侧其基底延伸至后外侧
,

该部位游离

缘长度在 7
3

� 一 !8
3

�
> 之 间

,

婴幼儿平均 长度

?
3

7 7
>

,

学龄前儿童为 ! !
3

 = >
。

外观上
,

!? 侧

呈脂肪样结构
,

? 侧呈纤维结缔组织样结构
。

在挠骨

头前外侧滑膜皱璧其中长度大于 ∀
3

�
> 者 7 侧

6∀
3

� 一 ! ;
3

�
> :

,

! 侧呈月牙状
,

� 侧呈膜片状
,

� 侧

呈条索形
,

!= 侧基底部延伸至挠骨头前内侧
,

! 侧甚

至延伸至后外侧
。

挠骨头的前内侧及后外侧可见散

在分布
、

短小的绒毛状滑膜皱璧
。

 讨论

有关挠骨头半脱位的发病机制
,

包括一些专著

中认为由于存在婴幼儿的挠骨头与颈的粗细相似或

小于挠骨颈的解剖学因素
,

因此在牵拉下容易发生

挠骨头半脱位
,

对婴幼儿肘部解 剖学 的观 测结

果 ς� 一 ;〕及我们的测量也进一步证明所谓
“

幼儿期挠

骨头发育尚未健全
,

小头和挠骨颈的直径基本相同
”

等提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

Μ Α ∃ +∋ 等及 Γ5∋ +Α ∗ ς�
,

 〕的解

剖学资料中婴幼儿挠骨头颈 比与成人接近
,

挠骨头

比挠骨颈大  � < 以上
,

越昌林等川 的资料中挠骨头

比挠骨颈大 �� <左右
,

明显小于成人的 77 <
,

与我们

的资料 �; < 一  � <接近
。

因此
,

已可以肯定一些专

著对婴幼儿挠骨头颈的解剖学描述是错误的
,

挠骨

头颈比的解剖学因素并不构成挠骨头半脱位的发病

因素
,

实际上
,

婴幼儿期挠骨头仍然明显较挠骨颈为

大
,

挠骨头易于从环状韧带中拉出的观点是缺乏依

据的
。

在对挠骨头的观察中发现其轮廓仍然为一定程

度的椭圆形
,

但婴幼儿的挠骨头横径小于矢状径并

非比成人明显
,

我们的资料中有 � 侧婴幼儿挠骨头

横径稍大于矢状径
,

而在学龄前儿童则挠骨头横径

5�5
,�勺‘勺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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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小于矢状径
,

因此
,

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的挠骨头

是轻度椭圆形 而不是圆形
。

这与以前的解剖学观

测仁 
,

;
,

8〕是一致的
,

因此
,

由于前臂旋前旋后的改变造

成挠骨头径线的变化可能与挠骨头半脱位的发病有

一定关系
。

γΑ +5∋ &Ε ςΓα 在进行文献复习后对挠骨头半脱位的

发病机制提出了具体的看法
_
肘部在旋前位受到牵

拉时
,

脏挠关节间隙暂时分离
,

挠骨颈附丽处关节囊

或环状韧带可发生部分撕裂
,

此时挠骨头最短径位

于前后水平
,

撕裂的环状韧带或滑膜可骑跨于挠骨

头前上方
,

当牵拉停止时
,

环状韧带或滑膜则嵌人肪

骨小头和挠骨头之间
。

因此
,

当前臂旋后时
,

挠骨头

最长径回复至前后位置
,

嵌人的环状韧带或滑膜则

得到解除
。

⊥ )Γ /

Χ)
&
等〔

”〕经用超声检查挠骨头半脱位
,

发

现受累侧的胧挠关节 间隙明显增大
,

复位后间隙与

健侧无差异
。

同时从他们的资料也可以证实
,

前臂

旋前时肪挠关节间隙明显小于前臂旋后时的间隙
,

因此可以理解当前臂旋前受到牵拉时
,

增大的胧挠

间隙可以嵌人部分环状韧带或滑膜
,

但该文未对受

累侧肪挠间隙的超声影像有所描述
,

也未提及肮挠

关节间可见的软组织影像和排列异常的影像
,

尽管

如此
,

该文仍然认同环状韧带嵌人的发病机制
。

我们在对环状韧带的观测中发现
,

环状韧带的

上下缘增厚
,

上缘明显
,

其纵切面呈三角形
,

可嵌人

肚骨小头与挠骨头之间
,

并不像教科书所描述的
“

杯

状
”

或
“

漏斗状
” ,

而是呈
“

腰鼓状
”

闭
,

同时环状韧带

的上下缘弧长接近
,

其比值接近为 !
3

�
,

这样可以保

持挠骨头位置一定的稳定性
,

在挠骨头颈发育较快

的学龄前期
,

环状韧带弧长并无明显增长
,

反而对挠

骨头颈的稳定性作用可能更强
,

说明挠骨头实际上

是不易从环状韧带中拉出的
,

但同时也说明在婴幼

儿期环状韧带相对而言显得较为松弛
,

环状韧带易

于嵌人肪挠关节间
。

近来的专著中已有对环状韧带嵌入的发病机制

表示认同
。

但也有 Μ∋+ 5Α Σ
等〔

7〕提出肘关节内的滑膜

皱裳可能嵌人脓挠关节间造成牵拉肘的发病
,

Σ∋ Ε Α∗

等ς , ;〕也观察到肘关节内滑膜皱璧的存在
,

因此
,

除

环状韧带嵌人外
,

滑膜皱璧的嵌人因素也值得探讨
,

并且在临床上常可见到牵拉肘经复位后
,

患肢活动

立即恢复正常
,

挠骨头处压痛不复存在
,

通常不须任

何制动也未见复发
,

如果说环状韧带存在部分撕裂

后嵌人
,

那么这种情况从病理角度有些难 以解释
。

同时在临床上对牵拉肘的复位来说
,

旋后即可复位
,

但临床所见病例常有的经前臂旋前才能复位
,

甚至

以旋前旋后的反复手法始能复位
,

≅ 55飞%∗ 等〔
‘“〕详细记

录了牵拉肘手法复位的差异
,

认为治疗所见与旋前

位牵拉环状部分撕裂后嵌人的损伤机制不符
。

在对滑膜皱璧位置形态的观察中
,

发现挠骨头

后内侧
、

前外侧的滑膜皱装恒定存在并且较长
,

如此

众多并且宽大
、

形态多样的滑膜皱璧出现在以挠骨

头为中心的范围
,

这种情况为滑膜皱璧在一定条件

下可能嵌人肪挠关节间提供了解剖学形态基础
。

尽

管在成人的肘关节也可发现滑膜皱璧闭
,

但由于成

人关节的稳定性明显 强于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
,

同

时成人几乎很少发生牵拉机制
,

因此不易于发生嵌

顿
。

通过对环状韧带及滑膜皱璧的解剖学观测
,

我

们认为牵拉肘的发病机制是 由于肪挠关节间软组织

嵌人所引起
,

一般情况下可能由于环状韧带嵌人
,

但

在某些情况下滑膜皱袭的嵌人也许更能解释其临床

表现
。

综上所述
, “

挠骨头半脱位
”

这一名称有欠妥当
,

是否统一称之为牵拉肘更为贴切 η 实际上
,

挠骨头

并不存在真正的
“

半脱位
”

这一概念
,

这一疾病应属

所谓
“

嵌顿综合征
”

这一范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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