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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骨牵引治疗小儿肱骨髁上骨折
Treatment of supracondylar fractures of humerus in child with continuous bone 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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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院自 1996年行尺骨鹰嘴牵引治疗小儿肱骨

髁上骨折,取得良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1 � 临床资料
自1996年 6月至 2002年 4月,行尺骨鹰嘴悬吊

牵引治疗小儿肱骨髁上骨折共 158例, 其中伸直型

142例,屈曲型 16 例; 随访完整的 60例, 其中男 42

例,女 18例;年龄 2�5~ 16岁, 平均 10岁;伸直型 52

例,屈曲型 8例;均为1周内新鲜骨折,有不同程度的

桡尺偏斜或旋转畸形。

2 � 治疗方法
尺骨鹰嘴悬吊牵引夹板固定: 患者仰卧或健侧

卧,左右两边各放一多功能牵引架。患儿屈肘 90 ,

从尺骨鹰嘴突下 2 cm, 穿入克氏针, 装上牵引弓后,

通过尼龙线悬吊于多功能牵引架上, 牵引重量 1�5~

3 kg, 此为第一个牵引力。第二个牵引力是: 手及前

臂套入网罩,网罩一端挂在牵引针两侧,另一端通过

丝线挂在多功能牵引架上 (与尺骨牵引力线同一方

向) ,牵引重量 1~ 2 kg。第三个牵引力是:上臂在骨

折近端处套三角巾,与前两力反向牵引,挂在另一个

多功能架上,重量 1~ 2 kg。对于屈曲型骨折则无须

后两个牵引力, 但前臂及手仍通过网套固定在多功

能架上,目的是使肘关节屈曲 90 及维持平稳, 牵引

装好后 2~ 3 d床旁摄 X线片,根据 X线片进行适当

手法复位调整, 直到满意为止。对位满意后上夹板,

维持量牵引 2~ 3周, 到期解除牵引,在三角巾悬吊

或夹板保护下进行功能锻炼, 以活血化瘀中药薰洗

辅助治疗。

3 � 结果
� � 所有病人牵引后 3~ 4 d,肿胀可明显减退, 经过

调整 7~ 10 d复位满意, 维持牵引 2~ 3周后解除骨

牵引及三角巾悬吊, 进行功能锻炼, 全部在 2~ 6 个

月后肘关节伸屈功能完全恢复,没有出现 Volkm ann

缺血性肌挛缩,无肘内翻畸形, 有 5例出现轻度肘外

翻角增大,均< 30 , 对外观及功能均无大影响。根据
以下标准进行评定: 优, 肘关节伸屈活动正常, 无肘

外翻和肘内翻畸形; 良, 肘关节伸屈活动正常, 肘外

翻< 30 , 无肘内翻畸形; 差,肘关节活动受限或肘内

翻畸形, 或外翻角> 30 。本组: 158 例病人中, 随访

完整的 60例,随访时间 6 个月~ 5年, 平均 2�5年,

其中优 55例,良 5例,差 0例。

4 � 讨论
尺骨鹰嘴牵引根据骨折移位情况, 由三个方向

的力量进行持续牵引, 逐步达到复位的目的, 而且每

2~ 3 d床旁摄片, 随时手法调整复位使对位准确满

意。通过悬吊后, 促进静脉回流, 能迅速消除水肿,

为复位提供条件。常规治疗手法复位夹板固定, 由

于肿胀可能进一步加重,容易引起 Volkmann缺血性

肌挛缩,通过悬吊牵引, 1周后复位满意再上夹板,水

肿高峰期已过, 避免了 Volkmann缺血性肌挛缩的发

生[ 1]。对有侧方移位和旋转的病例, 可在牵引下手

法矫正, 同时改变牵引力线方向来逐步纠正。复位

标准宁愿桡偏也不能尺侧移位, 这样可防止肘内翻

畸形的发生[ 2]。通过悬吊牵引复位,不需要手术,很

好的保护了伸肘装置且在牵引夹板固定时, 很好地

利用了动、静结合原则, 可早期进行功能锻炼, 使肘

关节伸屈功能更快得到恢复。尺骨鹰嘴牵引只适用

于新鲜骨折病人, 对陈旧性骨折, 已有骨痂生长者不

合适,应注意选择病人。行牵引时,注意进针不要穿

过桡骨,也不能损伤骨骺, 否则,影响小儿骨骼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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