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术方法治疗, 即应用固定带固定或肩锁固定器固

定等方法[ 2]。重度肩锁关节脱位, 伤后锁骨因受胸

锁乳突肌的牵引向上移位, 肩峰因上肢的重力作用

向下移位, 胸肌牵拉肱骨上段向内移位,从而在肩锁

关节周围产生分散的应力[ 3]。复位并不难,而维持

整复后的位置则十分不易, 外固定的方法迄今已达

50余种, 目前使用较多的为 Kenny How ard 固定

带[ 1] ,使用时, 因上肢的重力作用及固定期间患肢的

不随意活动导致的肩锁关节的分离趋势不容易克

服,通过橡皮筋持续的弹性拉力作用, 抵消了关节的

静态分离趋势, 使固定更加稳定, 以利韧带、关节囊

的修复, 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松紧度的调整至关

重要,因此, 固定期间应定期随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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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叶草钢板治疗难复性肱骨近端骨折脱位

董黎强,曹根洪,沈建国, 王昌兴
(新华医院骨科, 浙江 杭州 310005)

我院自 1997 年以来,采用开放复位三叶草钢板固定治疗

难复性肱骨近端骨折脱位,取得较好疗效, 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 17 例, 男 8 例, 女 9 例; 年龄 23 ~ 72 岁, 平均

52 5 岁。左肩 8 例, 右肩 9 例。14 例为骨折伴肩关节前脱

位, 3 例为骨折伴肩关节后脱位。新鲜骨折脱位 14 例, 陈旧

性骨折脱位 3 例。按 Neer分类法[ J Bone Joint Surg( Am) , 1970,

52: 1077 1089] :向前二分骨折脱位 6 例,三分骨折脱位 5 例,四

分骨折脱位 3 例; 向后三分骨折脱位 2 例, 四分骨折脱位

1 例。

2 治疗方法

均采用肩关节前内侧弧形切口, 显露肩关节及肱骨上端

前方及外侧方,将移位的骨折块及脱位的肱骨头复位, 以肱二

头肌长腱为标志,恢复肱骨近端的解剖结构, 以克氏针暂时维

持固定。将三叶草钢板置于肱骨近端外侧或前外侧,注意须

在肱二头肌长头腱外侧,且钢板近端不超过大结节上界 ,有时

须截去部分过长的中叶才能满足要求。根据肱骨近端外形将

钢板塑形后,选取不同的钉孔以不同方向用 4~ 6 枚松质骨螺

钉固定肱骨头及大、小结节骨折块。若肱骨头内或干骺端骨

质缺损明显可用同种异体骨或自体髂骨块植入填充。置于肱

骨干部的钢板纵叶以 3 5 mm 皮质骨螺钉 3~ 4 枚固定。手

术时应注意防止损伤腋神经及旋肱前动脉, 同时修复撕裂的

肩袖或关节囊。术后根据术中内固定的牢固程度, 以及肩袖

和关节囊的损伤程度来决定术后开始功能锻炼的时间。若固

定牢固、肩袖损伤轻, 术后可不用外固定, 制动 2 周后即开始

做钟摆式活动,第 3 周开始做轻柔的被动前曲和内外旋活动,

5 周后开始做主动或对抗性锻炼。反之, 则宜肩关节外展位

固定 3 周再行功能锻炼。

3 治疗结果

本组均得到随访, 平均随访时间 11 5 个月 ( 8 ~ 22 个

月)。疗效评定采用 Neer的百分制评定标准[ J Bon e Joint Sury

( Am) , 1970, 52: 1077 1089. ] : 疼痛 35 分, 功能 30 分, 运动限制

25分, 解剖复位 10 分。术后总评分在 90 分以上为优: 80~

89分为良; 70~ 79 分为可; 70 分以下为差。本组优 9 例, 良

6 例,可 2例, 优良率 88 2%。其中二分骨折脱位 6 例中, 优

4 例,良 2例, 三分骨折脱位 7 例中, 优4 例, 良 2 例, 可 1 例,

四分骨折脱位4 例中, 优 1 例, 良 2 例, 可 1 例。本组病例全

部愈合, 愈合时间 2 个月, 无畸形愈合、感染、血管神经损伤、

内固定物断裂发生。出现肱骨头缺血性坏死 1 例, 骨折端轻

度移位 1 例, 螺钉穿入肱骨头后下方影响关节内收 1 例。

4 讨论

三叶草钢板具有以下优点:  三叶草钢板较 T 型钢板薄

且易于塑形, 塑形后可更加符合肱骨近端表面的解剖特点; !
与其他钢板相比, 其近端有更多的螺钉孔可供选择, 可使螺钉

在更合适的位置及方向上固定住肱骨头、大结节、小结节和较

大的骨折碎片及植入骨块, 其立体交叉的固定方式可有效地

防止肱骨头的旋转和骨折块的移位, 从而增强了骨折断端紧

密接触的稳定性, 能最大限度地包容骨折端的前后及外上方;

∀ 三叶草钢板具有跨越骨折线远端的坚强固定臂, 较其他钢

板固定更为牢靠, 如能妥当应用, 术后可尽早康复锻炼,有利

于肩部功能恢复, 尤其适用于严重粉碎、移位, 须行植骨固定

的复杂的三、四分肱骨近端骨折脱位。

并发症分析: 出现肱骨头缺血性坏死 1 例, 考虑与骨折脱

位严重, 肱骨头血供破坏大有关, 该患者因疼痛较轻, 未作手

术处理; 1 例骨折端轻度移位, 但未致畸形愈合, 考虑与骨质

缺损较多, 未予植骨及螺钉长度过短,致使固定的稳定性降低

有关; 1例螺钉穿入肱骨头后下方影响关节内收, 建议在难以

确定是否螺钉会穿出肱骨头的情况下, 可在 C 形臂 X线机透

视下置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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