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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自 1995 年11月- 2002年 11 月采用中医传统正骨手

法复位结合肩腋肘连环 ! ∀字绷带环绕加压并逐渐加紧外固
定力法治疗肩锁关节脱位患者 15例,效果满意,现介绍如下。

1 � 临床资料
� � 本组 15例,男12 例,女 3例;年龄 21~ 46 岁;右侧 10例,左

侧 5例; 其中合并锁骨远端骨折 3 例, 合并肋骨骨折 1 例; 就

诊时间 4 h~ 3 d; 按 Allman 的分型扩展,属 #∃6 例, %∃7 例,

&∃以上 2例。所有症状符合诊断标准: ∋ 外伤史; ( 受伤部
擦伤、挫伤和肿胀、疼痛,肩关节功能障碍; ) 肩锁关节部有压

痛,锁骨外端向上移位, 锁骨活动试验阳性, 迅速下压锁骨远

端后解除压力,锁骨可于 下沉∀后弹起; ∗X线可发现锁骨外

侧端与肩峰端完全分离,锁骨向上移位明显。

2 � 治疗方法

2�1 � 正骨手法 � 取端坐位, 双手呈插腰状。助手扶患肢肘、

腕部并屈曲前臂准备向前外上举,术者用双手拇、食指捏住锁

骨远端准备向前下推压捺正。在术者用力施法时, 助手同时

上举外旋前臂及肘部, 然后迅速内收。此时常可闻及 咔嚓∀

的关节复位声。检查触摸肩峰与锁骨远端平整,无阶梯状,有

坚实感时,术者继续把稳已复位端, 嘱助手扶患肢做肩关节划

圈动作数圈,以测试复位后的稳定感。

2�2 � 肩腋肘连环 ! ∀字绷带加压绕缚并逐渐加紧外固定力

法 � 复位成功后,把准备好的长 8 cm, 直径约 1� 5 cm 的绷带

心外包绕凡士林油布一块压在锁骨上窝, 再用一厚实棉花平

垫厚约 2 cm 压在其上面延至锁骨外端, 盖上预备好的胶布硬

纸筒垫, 双侧腋下各放棉花衬垫,然后用 8 cm 宽的绷带先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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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患肩腋数圈, 然后从腋后转向健侧肩峰 +腋前向后环绕回

到患肩峰向腋前, 再由腋前穿向后顺臂部转向肘内侧向外上,

又向腋前穿入腋下向后上行压住锁骨外端平放的硬纸垫, 这

样来回缠绕数圈而打结固定, 再将伤侧前臂屈肘 90∃悬吊胸
前(固定期间不要急于松解敷药)。以后每隔 2 ~ 3 d 加紧固

定 1 次, 以不影响肢端血运为宜。完全脱位固定时间不能少

于 6 周。解除外固定后必须用外洗中药煎汤热敷, 手法推拿,

并逐渐锻炼肩关节的活动幅度至功能活动恢复正常。

3 � 治疗结果

� � 以术后 4 个月的功能活动表现依据疗效标准评定。优:

外观无肿、无痛、无畸形, 无弹性固定感, 肩关节功能活动正

常, X线复片示双侧肩锁关节间隙及喙锁之间距离各相差小

于 2 mm 者 9 例;良: 无肿无畸形,无弹性感, 肩关节后旋功能

及上举功能稍受限者 5例; 无效:因无法接受外固定而中途自

愿放弃改为手术内固定术者 1例。

4 � 讨论
� � 肩锁关节脱位在骨伤临床上不少见。传统治疗以石膏压

力带或肩肘固定为主。也有学者[ 1]报道用肩肘带治疗锁骨骨

折及肩锁关节脱位, 效果很好。本方法利用两种不同作用力

均匀而持续地限制患侧胸锁乳突肌的牵拉力, 直接挤压着锁

骨向前向下; 以锁骨远端为支点, 利用连环 ! ∀字绷带肩腋环

绕并逐渐加紧外固定力把喙锁间距离拉近, 又向压垫施加压

力并产生相互间的维持挤压力升提肩胛盂及肱骨干, 使已对

合的肩锁关节继续保持相对稳固,利于 断筋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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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的早期伴随着骨折的愈合, 更好地促进软骨修

复; ( 对于部分关节软骨因过于碎裂而无法保留缺

损区,它可以起到理想的填充和润滑作用, 从而减

少因关节面轻度不平整造成对软骨面的磨损, 并

能很好的缓冲应力, 减少术后创伤性关节炎的发生

率或减轻其程度; ) 术后关节腔定期注射还能在一

定程度上减轻关节的粘连, 有利于日后关节功能的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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