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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尺桡骨近端骨性联结( congenital radioulnar synos

tosia)是一种少见的先天性畸形, 主要是尺骨和桡骨近端发生

骨性联结,使前臂固定在不同角度的旋前位。尺桡骨近端截骨

术是目前公认的较好的治疗方法之一,自 1987 年以来,在传统

截骨方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良,采用倒凹形旋转截骨术治疗先天

性尺桡骨近端骨性联结 9 例, 效果良好,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 9例中男 5 例, 女 4 例; 年龄最大 14 岁, 最小 2 岁,

平均 6 岁;单侧 7 例中右侧 4 例, 左侧 3 例,双侧 2 例; 共 9 例

11 肢。旋前畸形 60 ~ 90 9 肢, 90 以上 2 肢, 全部病例均有

旋前功能丧失,影响正常的日常生活; 其中前臂短缩 1 肢, 与

健侧对比短缩小 1 5 cm, 1 例肘关节伸直轻度受限。

2 治疗方法

全部病例均采用倒凹形旋转截骨术, 仰卧位,上止血带,

常规皮肤消毒铺巾,自尺骨鹰嘴尖上 2~ 3 cm 处, 沿尺骨后缘

向远侧做一直切口, 切口长度约 6~ 8 cm,切开皮肤、皮下组

织、深筋膜, 一般不切开肘关节囊,切开肘后肌, 沿尺骨后缘桡

侧纵形切开骨膜,骨膜下环形剥离, 充分显露尺桡融合部, 一

般情况下尺骨和桡骨融合长度为 3~ 6 cm,在融合部中下 1/ 3

处用骨凿或线锯横行截断, 近折端用小骨凿和咬骨钳修剪成

倒凹形(图 1)。倒凹形槽的宽度为远折端旋转后所占据的厚

度,术中可随时调节, 深度为 1 cm 左右, 水平位上的方向以截

骨后所需的矫正角度为准。用骨凿凿远折端骨皮质, 使

其成粗糙面, 然后纵向牵引远折端, 使远折端嵌入骨槽内, 用

2 枚克氏针交叉固定, 克氏针针尾端留于皮外,冲洗伤口后,

碎骨屑植于折端, 前后石膏托固定。

3 治疗结果

本组 9例 11 肢均获随访, 全部愈合, 愈合时间 3~ 5 周,

平均随访时间 2 5 年, 患者主观感觉肢体功能良好,日常生活

无障碍, 无手术并发症。

4 讨论

先天性尺桡骨联结的病因及发病机制仍不十分清楚,目前

主要认为是由于纵裂发育被抑制所致,也有人推理认为这是一

种返祖现象, 因为在低级脊椎动物如骆驼和鹿尺骨和桡骨是联

结在一起的[ 1]。本病的治疗方法较多, 均没有满意的治疗效

果[ 2] ,手术指征不明确。通过临床观察,大部分患者虽固定于

轻度旋前或中度旋前位, 但由于肩、腕关节的代偿,功能活动并

无明显受限, 一般不需要手术。因此只有患肢影响日常生活时

考虑手术治疗, 尺桡骨近端融合部的旋转截骨是目前公认的简

单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截骨后复位及穿针较困难,折端间接触

面较小,而且复位时因前臂的较大角度旋转而易造成肌肉神经

紧张。为此在传统截骨基础上加以改良,设计了倒凹形截骨术

(因截骨后其形状类似倒凹形) ,术前要精确测量所需的旋转角

度,便于手术中倒凹形槽的设计, 截骨时应严格行骨膜下剥离

截骨,防止损伤骨间背侧神经, 截骨后远端的旋转角度应视患

者的具体情况而定,笔者的体会是:右势力手患者,右侧患肢置

于中立位或旋后 20 ,左侧患者置于旋后 20 ~ 30 ;双侧患者左

手置于中立位或旋后 20 , 右侧患肢应置于旋前 20 ~ 30 ;左势
力手患者则相反。与传统的截骨方法相比较,采用倒凹形旋转

截骨有如下优点: ! 截骨后折端接触面积相对增加,有利于截

骨部位愈合, 减少外固定时间。∀ 截骨复位后远折端嵌入骨槽

中,前臂骨性长度相对缩短,肌肉及软组织相对延长,既有利于

旋转畸形的矫正,又可减少因旋转造成的桡神经深支麻痹或福

克曼氏挛缩的产生。#倒凹形旋转截骨可根据前臂畸形情况,

截骨后的角度可随意调节, 与传统截骨相比, 不仅畸形矫正确

切,而且折端的稳定性明显增加。∃截骨后 1 cm 左右的短缩

并不影响肢体的肌力和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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