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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损伤合并骨折愈合情况的临床观察

武峰* ,封波
(郓城县人民医院外科, 山东 郓城 274700)

* 现地址:青岛市城阳区人民医院骨科,山东 青岛 266109

影响骨折愈合的因素众多,生理过程极其复杂, 其确切机

制尚不完全清楚,我们将 1996 年 5 月- 2003 年 12 月收住的

33 例颅脑损伤合并股骨骨折患者的骨折愈合情况与 56 例单

纯股骨骨折患者的骨折愈合情况进行了比较。

1 材料与方法

1 1 病例资料 观察组为颅脑损伤合并股骨骨折患者 ,昏迷

时间 30 min 或 Glasg ow 昏迷评分 ! 10 分者。本组33 例,男

25 例,女 8 例; 年龄 8~ 65 岁。对照组为单纯股骨骨折患者

56 例,男 41 例,女 15 例;年龄 10~ 60岁。

1 2 治疗方法 观察组 33 例除 2 例应用胫骨结节牵引治疗

外,其余均于伤后 3~ 15 d 采用内固定治疗, 其中 3~ 7 d 内手

术者 25 例;对照组 56 例均于伤后 2~ 7 d 内手术治疗。观察

组与对照组均于术后或伤后( 2 例牵引治疗者) 7 周和 9 周摄

X 线片观察。

1 3 统计学处理 术后两组在 7、9 周观察骨痂生长情况。

观察组和对照组采用 2 检验,结果以 P ! 0 05 为有差异。

2 结果

术后 7 周, 观察组中有骨痂生成 14 例, 无骨痂生成者

19例; 对照组中有骨痂生成 6 例, 无骨痂生成 50 例。术后

9 周,观察组中有骨痂生成 27 例, 无骨痂生成 6 例; 对照组有

骨痂生成 16 例,无骨痂生成 40 例。经 2 检验,观察组 7 周

及9 周骨痂出现例数均多于对照组,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P !

0 01) ,且骨痂量多。

3 讨论

在临床实践中, 人们观察到颅脑损伤患者伴随的四肢骨

折往往可以见到大量的骨痂过度生长。甚至在肌肉中出现异

位骨化, 骨折愈合明显快于没有中枢神经损伤的四肢骨折者。

而神经性关节炎患者, 由于感觉神经损害, 患者骨折愈合时间

往往明显延迟, 骨不愈合率较高。这些现象提示神经因素对

骨折愈合有影响。

在临床实践中, 我们发现并已有文献报道: 颅脑损伤患者

的白细胞总数和中性粒细胞数明显增加 [刘业, 杨利,石强,等.

中华创伤杂志, 2000, 16( 5) : 316 317]。我们认为白细胞总数和中

性粒细胞数过度升高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慢性骨髓

炎的成骨现象也支持这一观点。因此,我们认为, 颅脑损伤合

并长管骨骨折的愈合加快是神经因素、体液因素和细胞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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