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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桡骨远端骨折的分型国内外学者早有论述。 1814年英

国人克雷氏曾系统报道桡骨远端伸直型骨折,间接暴力引起,

骨折远端向背侧桡侧移位, 向掌侧成角。以后史密斯又报道

桡骨远端屈曲型骨折。再后又报道背侧缘劈裂型骨折,又称

巴尔通骨折和掌侧缘劈裂骨折, 又称反巴尔通骨折。笔者在

临床中认为除上述骨折外,还有纵向挤压型骨折。

1� 现有文献对桡骨远端骨折的分型 [ 1�2]

1� 1� 桡骨远端伸直型骨折 � 包括! 桡骨远端青枝型骨折; ∀

青少年及儿童发生的骨骺滑脱; # 远端向背侧、桡侧移位, 向

掌侧成角; ∃合并下尺桡关节分离,甚至合并尺骨远端或尺骨

茎突骨折。

1� 2� 桡骨远端屈曲型骨折 � 是指骨折线由背侧远端斜向近

端, 骨折远端连同腕骨向掌侧桡侧移位, 向背侧成角。

1� 3� 背侧缘劈裂型 � 外力通过腕骨冲击桡骨下端关节面的

背侧缘, 骨折线由远端掌侧斜向近端背侧呈楔形。

1� 4� 掌侧缘劈裂型 � 外力通过腕骨冲击桡骨下端关节面的

掌侧缘, 骨折线由远端背侧斜向近端掌侧撕脱。

综上所述, 桡骨远端骨折的分型是根据受伤姿势、着力方

向、骨折部位、折线情况、骨折远端的移位方向而确定的。

2� 笔者增加的类型

! 身体前倾跌倒, 前臂旋前,手掌背伸着地, 地面的冲击

力通过腕骨集中于桡骨远端, 使松质骨产生纵向挤压, 既无明

显的向背侧移位, 又无明显的向掌侧移位; 既无明显背侧成

角, 又无明显的向掌侧成角。桡骨远端松质骨粉碎压缩, 由于

桡骨远端骨皮质稍硬, 舟骨、月骨传至桡骨远端的关节窝明显

向中心挤压, 舟骨、月骨窝凹陷 ,形成舟骨、月骨向中心性半脱

位, 重者桡骨远端前后崩裂。也有合并下尺桡关节分离 (图

1)。∀ 身体前倾或后倾跌倒, 前臂旋前或旋后掌心着地, 地

面的冲击力通过月骨传至桡骨远端内侧,外侧的内旋, 三角软

骨盘的连接, 造成桡骨远端内侧的蒜瓣形撕脱骨折。此种骨

折的骨块与下尺桡关节不产生脱位,但骨块与桡骨主体分离,

桡骨远端横径增宽 (图 2)。# 桡骨远端松质骨与坚质骨处
横断, 呈帽状嵌入不向前后、内外移位, 桡骨短缩 (图 3)。∃

桡骨远端粉碎骨折,骨块向两侧分离移位, 也是因为身体向前

跌倒的重力和手掌着地的反作用力而产生的纵向挤压, 使骨

折块向两侧分离移位 (图 4)。

3� 增加此类型骨折的意义
分型的目的在于治疗, 纵向挤压型骨折均系前臂垂直着

力于地面, 故产生前后移位不多,以短缩凹陷为主。因此在牵

引时要充分, 助手边牵引, 术者边用捺正手法, 使桡骨远端前

后、内外向中心挤捺,尽量恢复桡骨远端的横径、长度。如舟

骨、月骨窝凹陷过深, 还需钢针撬拨。即使关节面可产生模

造,但过深的关节窝也难于恢复, 掌屈背伸旋转功能均受影

响。在固定时也有别于其他骨折, 手掌需伸直位固定,掌、背、

桡侧均需超腕关节, 利用夹板帮助支撑骨折远端。有时复位

时桡骨远端已牵出, 过几天复查又见有不同程度短缩,原因是

折线处凹陷嵌入牵出后,肌腱、韧带回缩、骨小梁支撑不起骨

折远端。桡骨远端横径、长度未纠正, 改变了尺倾角和掌倾

角,未来腕关节功能会受影响。此型骨折复位手法、固定均与

过去 4型侧重不同,故提出供同道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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