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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的包括桡骨头骨折"前臂骨

间膜撕裂和下尺桡关节脱位的一类损伤" 此类损伤

涉及前臂上中下
%

个部分"临床较少见"容易漏诊和

误诊%

DF!

&

'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治疗该疾时是否修

复前臂骨间膜存在争议 ' 笔者自
!""M

年
D

月至

!"D%

年
D!

月收治
!N

例
9??>EFA01.>?/)

损伤患者"

对合并尺桡骨骨折的患者行切开复位内固定同时进

9??>EFA01.>?/)损伤的诊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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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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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的治疗经验!对比修复前臂骨间膜对近远期前臂功能的影响" 方法#

!&&M

年

D

月至
!&D%

年
D!

月收治
!N

例
9??>EFA01.>?/)

损伤患者!其中
D<

例$

O

组%伴有尺骨干&桡骨干或尺桡骨干双骨折!先

行尺骨或桡骨切开复位内固定!同时修复前臂骨间膜!然后再行桡骨小头复位固定和下尺桡关节固定或腕三角纤维复

合体修复'

P

例(

G

组%不合并尺骨或桡骨骨折仅行桡骨小头复位固定和下尺桡关节固定或腕三角纤维复合体修复)分

别于术后
!

周和
!

年按
'00*>Q

腕关节功能评分表(即改良
K.>>*

和
-

*

G.)>*

腕关节评分%对腕关节功能进行评定!按

C+Q0

肘关节功能评分表对肘关节功能进行评定) 结果#术后
!

周时!腕关节功能评分
O

组可
N

例!差
D!

例+

G

组可

!

例!差
<

例) 肘关节评分
O

组良
!

例!可
P

例!差
<

例+

G

组良
D

例!可
M

例!差
!

例) 术后
!

年时!

O

组腕关节功能评

分良
P

例!可
<

例!差
!

例+

G

组良
M

例!可
!

例!差
D

例) 肘关节评分
O

组良
P

例!可
<

例!差
!

例+

G

组良
N

例!可

%

例!差
D

例) 两组术后
!

周和术后
!

年的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9??>EFA01.>?/)

损伤的治疗关键在于恢复尺

桡骨的长度和腕,肘关节的动态稳定性!是否修复前臂骨间膜对前臂近远期功能影响无明显区别)

!关键词"

9??>EFA01.>?/)

损伤+ 前臂骨间膜+ 下尺桡关节+ 病例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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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两组
"##$%&'()*$#+,

损伤患者术前临床资料比较

-./0! 1(2).*,#(3 (4 56,3,5.6 7.+. (4 ).+,$3+# 8,+9 "##$%:

'()*$#+, ,3;<*,$# /$+8$$3 +8( =*(<)# /$4(*$ ()$*.+,(3

组别 例数
性别!例" 年龄

!!

!

!"

#岁"

病程

!!

!

!"

#月"

侧别!例"

男 女 左侧 右侧

9

组
#: #% % ;!5%<=<5%> %&5<<=%5:; : #&

?

组
> $ # ;%5$;=;5@: %!5#:=;5;@ ! :

检验值
A !

#

B&5C<& $B&5$&C $B&5><< !

#

B&5%$<

%

值
D &5:@@ &5<&# &5;&! &5<;&

行前臂骨间膜修复$通过长期随访#将诊治体会报告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 !

临床资料与分组方法

本研究纳入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E:!

岁#平均
;;

岁$ 致伤原因&摔伤
!

例#交通伤

C&

例#机器绞轧伤
>

例#高处坠落伤
;

例$ 入院后均

摄前臂全长正侧位
F

线片#行腕'肘关节
'2

检查$

其中肘关节损伤包括桡骨头骨折
#&

例# 桡骨头脱

位'无骨折
;

例#合并尺骨鹰嘴骨折
>

例#合并肱骨

外侧髁撕脱骨折
!

例$ 前臂损伤包括合并桡骨干骨

折
>

例#合并尺骨干骨折
:

例#合并尺桡骨干双骨折

;

例$ 腕关节损伤情况包括合并尺桡骨远端骨折

#:

例#合并腕骨骨折和桡腕关节脱位
;

例$ 所有病

例术后追踪随访
!

年以上# 最长
<

年
;

个月# 平均

%5<

年$ 合并有尺骨干'桡骨干和尺桡骨干双骨折的

病例设定为
9

组#行切开复位内固定同时行前臂骨

间膜修补%不合并尺骨干'桡骨干和尺桡骨干双骨折

的病例设定为
?

组#仅对肘'腕关节损伤情况进行手

术治疗$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等临床资料比较

见表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有可比性$

!> ?

诊断'入选及排除标准

诊断标准&!

#

" 有前臂外伤史%!

!

" 影像学检查

!包括
F

线片#

'2

和
GHI

" 显示桡骨头骨折或脱位#

可以合并肘关节的其他损伤%前臂尺桡骨间距增宽#

可同时合并尺骨干骨折# 桡骨干骨折或尺桡骨干双

骨折% 下尺桡关节分离或腕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损

伤#可以合并桡腕关节脱位和腕骨损伤$ 入选标准&

!

#

"有自主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

"合并其他部位损

伤#但不影响患肢功能者%!

%

"随访超过
!;

个月的$

排除标准&!

#

"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心肺肾功能不全

以及血液系统疾病# 可能对治疗结果产生影响的%

!

!

"骨质疏松性骨折或病理性骨折者%!

%

"患肢既往

有外伤和手术史%!

;

"患肢先天畸形#关节活动功能

受限%!

<

"合并患侧肢体重要血管神经损伤$

!> @

治疗方法

入院后对骨折和!或"脱位立即进行手法复位#

前臂吊带悬吊或石膏托临时固定# 应用消肿止痛药

物对症治疗$ 伤后
<E> J

待局部肿胀消退#软组织条

件改善后由同一组手术成员行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 @> !

尺桡骨骨折固定 取前臂背侧切口#尺骨干

骨折在尺侧腕伸肌与尺侧腕屈肌间隙进入# 桡骨干

骨折在桡侧腕短伸肌与指伸肌间隙进入# 暴露骨折

端#复位后用钛板螺钉固定$

!> @> ?

肘关节损伤的复位固定 桡骨头骨折或脱

位取肘后外侧手术入路# 在尺侧腕伸肌和肘肌之间

隙分离#暴露桡骨头#根据桡骨头骨折碎裂程度或脱

位情况#可选择克氏针'微型钛板'双头加压螺钉'微

型可吸收螺钉或带线锚钉等固定(

%A;

)

$ 其中
!

例因桡

骨头严重粉碎# 无法固定# 切除后行人工桡骨头置

换$合并尺骨鹰嘴骨折的手术切口可稍向外偏移#剥

离少许桡侧腕伸肌后将尺骨鹰嘴骨折复位后用克氏

针张力带进行固定$ 合并肱骨外侧髁骨折的根据骨

折块大小及移位情况选择锚钉' 加压螺钉或肱骨外

侧钛板固定$

!> @> @

下尺桡关节分离复位固定 (

%

) 根据分离移

位程度和是否合并尺桡骨远端骨折或桡腕关节脱

位#选择不同的固定方法$下尺桡关节间隙
K% 44

且

不合并桡骨远端骨折#或虽有桡骨远端骨折#但关节

面平整#无明显移位的#闭合复位后根据关节稳定状

况选择石膏托固定或采用克氏针内固定$ 如桡骨远

端骨折移位严重#关节面不平整#则行切开复位内固

定#并同时用克氏针或锚钉固定下尺桡关节$下尺桡

关节间隙
L% 44

# 闭合或切开复位后行克氏针或螺

钉内固定# 合并桡骨远端骨折或腕关节脱位的同时

应用钛板螺钉或克氏针进行复位固定$ 下尺桡关节

间隙
L< 44

#不论是否合并尺桡骨远端骨折#均行切

开复位内固定# 必要时取掌长肌腱重建修复腕三角

纤维软骨复位体$

!> @> A

术后处理 所有患者术后予消肿止痛药物

对症治疗# 术后用石膏托外固定
;

周后拆除石膏逐

渐行腕肘关节功能锻炼和前臂旋转功能锻炼$ 其他

患者术后
C

周即开始循序渐进地行功能锻炼# 用克

氏针固定的术后
:E>

周拔除克氏针$

!> A

观测指标与方法

所有患者术后随访超过
!

年$ 以术后
!

周作为

近期疗效评定点#术后
!

年作为远期疗效评定点$观

测其腕关节功能和肘关节功能# 并对两组患者进行

对比分析$

!> B

疗效评价方法

腕关节功能按
'00*MN

腕关节功能评分表!即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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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两组
"##$%&'()*$#+,

损伤患者术后
!

周与术后
!

年腕关节功能评分比较!!

!

!"

"分#

-./0! 1(2).*,#(3 (4 1((3$5 #6(*$# /$+7$$3 +7( 8*(9) (4 ).+,$3+# 7,+: "##$%;'()*$#+, ,3<9*,$# ! 7$$=# .3> ! 5$.*# .4+$*

()$*.+,(3

!!

!

!"

"

9:0.;

$

表
?

两组
"##$%;'()*$#+,

损伤患者术后
!

周与术后
!

年肘关节功能评分比较%!

!

!"

"分$

-./0? 1(2).*,#(3 (4 @.5( #6(*$# /$+7$$3 +7( 8*(9) (4 ).+,$3+# 7,+: "##$%;'()*$#+, ,3<9*,$# ! 7$$=# .3> ! 5$.*# .4+$*

()$*.+,(3

!!

!

!"

"

9:0.;

$

组别 例数

术后
!

周 术后
!

年

疼痛 功能
活动

范围

屈曲伸展

活动度
握力 疼痛 功能

活动

范围

屈曲伸展

活动度
握力 总分

<

组
#= !#5>?!5% @5A?$5@ $5!?@5@ $5!?%5@ A5=?>5A @&5%?#$5@ !!5A?!5= #=5$?A5> #&5=?>5= #&5A?!5@ #%5#?@5! $%5A?#!5#

B

组
A !#5$?!5= $5@?A5! A5>?>5# A5%?!5= #!5@?=5# @A5%?#=5% !!5%?!5= #=5$?!5= #%5%?!5= #&5&?&5& #>5!?=5= $$5@?#&5>

#

值
C D&5!>E D&5>=& D&5>@% D&5$&$ D#5=#& D&5EE& D&5>=& &5&&& D#5>!! #5%$> D&5>!@ D&5=@>

$

值
D &5A&= &5=@& &5=@@ &5>A$ &5#!! &5%%% &5=@& #5&&& &5#=E &5#A$ &5=$@ &5@!&

总分

组别 例数
术后

!

周 术后
!

年

疼痛 运动 稳定性 日常生活功能 疼痛 运动 稳定性 日常生活功能 总分

<

组
#= !E5!?%5@ A5E?@5& A5%?!5> #%5%?%5A @E5$?E5% %@5&?@5# ##5#?@5& E5>?#5= #$5@?%5# $%5#?##5#

B

组
A %&5&?&5& A5%?@5! $5@?!5$ ##5=?!5= @$5@?A5! %&5&?&5& #@5&?&5& #&5&?&5& !&5&?%5! $@5&?%5!

#

值
D D&5@=E &5!%% &5$&$ &5EA@ &5@!& >5#!% D%5!AE D&5A!E D#5$&# D&5==@

$

值
D &5@$@ &5A#A &5>$A &5%%@ &5=&E &5&&# &5&&> &5>#= &5>#= &5@#%

总分

良
F.;;*

和
-

&

B.);*

腕关节评分$进行评定 '

@

(

"每位

患者功能按疼痛)功能状况)活动度)背伸或掌屈活

动度)握力
@

项进行评分"总分
E&G#&&

分为优"

A&G

AE

分为良"

=@G$E

分为可"

=@

分以下为差* 肘关节功

能按
H+I0

肘关节功能评分表进行评定'

=

(

"每位患者

功能按疼痛+运动)稳定性)日常生活功能
>

项进行

评分" 总分
E&G#&&

分为优"

$@GAE

分为良"

=&G$>

分

为可"

=&

分以下为差,

A0 B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
JKJJ LE5"

统计学软件 %

JKJJ

公

司"美国#处理"定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

!

!"

#表

示"两组间年龄)病程)腕关节及肘关节功能评分比

较采用成组设计定量资料的
#

检验, 性别)侧别比较

采用
!

&检验" 两组患者术后腕关节及肘关节临床效

果比较采用秩和检验,

!

结果

术后
!

周时" 腕关节功能评分
<

组可
>

例"差

L!

例-

B

组可
!

例"差
=

例-两组比较"

'MC"5%"A

"

(M

"5$@A

, 肘关节评分
<

组良
!

例"可
A

例"差
=

例-

B

组良
L

例"可
@

例"差
!

例-两组比较"

'MC"5$!=

"

(M"5>=A

, 术后
!

年时"

<

组腕关节功能评分良
A

例"

可
=

例"差
!

例-

B

组良
@

例"可
!

例"差
L

例-两组

比较"

'MC"5A$$

"

(M"5%AL

, 肘关节评分
<

组良
A

例"

可
=

例"差
!

例-

B

组良
>

例"可
%

例"差
L

例-两组

比 较 "

' MC"5A$$

"

( M"5%AL

, 两 组 间 术 后
!

周 和

!

年的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两组患者术后
!

周

和
!

年腕关节)肘关节各项评分见表
!C%

"两组患者

术后
!

周和
!

年腕关节和肘关节功能评分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典型病例见图
L

,

?

讨论

N99;ODP01.;9/)

损伤造成前臂近端%肘关节#)中

段%尺桡骨和骨间膜#和远端%腕关节#

%

个部位结构

破坏, 所以"近端可以包括桡骨头脱位)尺骨鹰嘴骨

折或冠状突骨折)肱骨髁骨折以及侧副韧带损伤"中

段可以包括尺骨骨折) 桡骨骨折或尺桡骨双骨折和

前臂骨间膜撕裂"远端包括尺桡骨远端骨折"桡腕关

节脱位的一类损伤" 均应属于
N99;ODP01.;9/)

损伤"

而不能仅仅理解为暴力造成的桡骨头骨折 '

$

(

"前臂

骨间膜撕裂和下尺桡关节脱位的一种损伤 '

A

(

, 这也

与笔者临床所见相同,

对于
N99;ODP01.;9/)

损伤的治疗"主要方法就是

采用各种内固定器恢复前臂骨性结构的稳定和修复

腕肘关节周围的软组织来增强前臂的稳定, 通过复

习文献可知 '

A

(

"对于桡骨头和尺骨远端严重粉碎无

法用内固定物固定的病例" 多数学者都已知道单纯

进行桡骨头或尺骨远端切除会导致前臂的轴向不稳

定"远期出现腕肘关节的疼痛和前臂旋转功能障碍"

故目前对这些病例均采用桡骨头置换进行修复, 对

涉及肘关节和腕关节的骨折" 虽然不同学者采取不

同的内固定物和不同的固定方式进行治疗" 但只要

>E

" "



!"#$ !"#$% #&' %&(' #) '()*+ , -./(01 2.+34+

!

,+*5!&#$

!

6075%&

!

805#

图
!

患者!女!

9&

岁!骑摩托车摔伤致右臂肿痛!活动受限
: (

入院!

;

组患者
!"#

术前
<

线片示桡骨中下段粉碎性骨折!下尺桡关节脱位!

腕骨骨折
!$#

术前
<

线片示上尺桡关节"肱桡关节脱位
!%#

术后
! = <

线片示上下尺桡关节脱位已复位!尺骨骨折已复位固定!位置良好

!&

!

!'#

术后
>

个月正侧位
<

线片示上下尺桡关节脱位已经复位!尺骨骨折已经复位固定!位置良好

()*#! ? 9" @A+. 07= BA4+7A 1+/)A*/ C)/( DEEAF G01.AE/) )*H3.@ !"# I.A01A.+/)JA < .+@ E(0CA= .)K(/ 37*+ B.+L/3.A

!

=)E/+7 .+=)0 37*+ H0)*/ =)E70L+/)0*

!

L+.1+7 M0*AE B.+L/3.A !$# I.A01A.+/)JA < .+@ E(0CA= 1.0F)4+7 .+=)0 37*+ H0)*/ +*= (34A.0.+=)+7 H0)*/ =)E70L+/)0* !%# I0E/01A.+/)JA < .+@ E(0CA= 1.0F)N

4+7 .+=)0 37*+ H0)*/ +*= (34A.0.+=)+7 H0)*/ =)E70L+/)0* (+JA MAA* .AL0JA.A=

!

37*+ B.+L/3.A (+= MAA* .AL0JA.A= +*= B)FA= !&

!

!'# ?I +*= 7+/A.+7 < .+@

B)74E > 40*/(E +B/A. 01A.+/)0* E(0CA= 1.0F)4+7 .+=)0 37*+ H0)*/ +*= (34A.0.+=)+7 H0)*/ =)E70L+/)0* (+= MAA* .AL0JA.A=

!

37*+ B.+L/3.A (+= MAA* .AL0JA.A=

+*= B)FA=

能够达到动态稳定!结果大多满意#对于前臂骨间膜

损伤的处理!有学者$

OP##

%研究表明前臂骨间膜作为前

臂部分伸屈肌的附着点! 它是尺桡骨之间应力传递

的媒介!起着维持前臂纵向稳定性!在前臂旋转过程

中通过远近端张力变化提供支持作用 # 部分学

者$

#!P#%

%提出应予切开积极进行修复# 根据笔者治疗

!&

余例
DEEAFPG01.AE/)

损伤的经验并进行对比分析

两组患者腕肘关节功能近远期疗效! 发现修复前臂

骨间膜与否对患者的腕肘关节功能无明显差异# 治

疗的关键在于恢复肘& 腕关节
!

个前臂运动枢纽和

尺桡骨在运动过程中的动态稳定性! 再结合患者的

积极康复锻炼!才能取得满意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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