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髌骨脱位是青少年常

见的运动损伤!患者表现为

反复的髌骨向外侧脱位!严

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和

体育活动"虽然手术治疗是

髌骨脱位的主要治疗方案!

但是!由于髌骨脱位的致病

原因很多! 临床类型复杂!

目前有近百种不同的手术

技术用于治疗髌骨脱位"本

期
%

篇论文围绕着髌骨脱

位的临床治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H%

$

" 其中
@

篇是使

用内侧髌骨股骨韧带%

4<D)+9 1+/<990;<40.+9 9)=+4<*/

!

IJEK

& 重建治疗复发性或初次创伤性髌骨脱位 #

@

$

!

作者改良了
IJEK

的技术!使用
@

枚
2)=(/L01<

作为

内固定!完成
IJEK

重建"另
@

篇是使用三联技术治

疗习惯性髌骨脱位 #

!

$

!作者使用
IJEK

重建'外侧支

持带松解'

E39M<.C0*

截骨治疗习惯性髌骨脱位!取

得较好的临床效果" 第
%

篇论文针对髌骨脱位常见

的并发症(((髌骨骨软骨骨折! 使用可吸收钉固定

髌骨的骨软骨骨折! 同时联合内侧紧缩治疗合并骨

软骨骨折的髌骨脱位"

%

篇文章涵盖了髌骨脱位

!

种不同的临床类型!

%

种典型的临床表现! 希望通

过本期的
%

篇文章对髌骨脱位的临床诊断和治疗起

到系统化和规范化的作用"

!

成人髌骨脱位的临床分型

!" !

复发性髌骨脱位

复发性髌骨脱位是经轻微外伤诱发的髌骨一过

性脱位!通常自行复位!脱位时伴有疼痛和肿胀" 发

病机制) 在具有某些易患因素的基础上!

IJEK

损

伤" 发病特点呈发作性! 又称为发作性髌骨脱位

%

<1)C0D)B 1+/<99+. D)C90B+/)0*

&"

!" #

习惯性髌骨脱位

习惯性髌骨脱位 %

(+N)/3+9 D)C90B+/)0* 0; 1+/<99+

!

GOJ

&!又称为随意性髌骨脱位%

0N9)=+/0.P D)C90B+/)0*

0; 1+/<99+

&"膝关节每次屈膝时均发生髌骨脱位!完全

伸膝时有复位的趋势! 髌骨能够复位到膝关节中线

或者接近中线"如果手法强行限制髌骨脱位!会出现

膝关节屈膝受限"其发病机制)股四头肌的短缩和继

发的髌骨外侧结构挛缩" 习惯性髌骨脱位的发病年

龄相对较晚! 在髌骨脱位的疾病谱中! 该病发病率

低!较为罕见"

!" $

固定性髌骨脱位

固定性髌骨脱位是指髌骨在膝关节伸直和屈膝

时均不能复位!属于非常严重的一类髌骨脱位!治疗

方案与习惯性髌骨脱位相似"

#

成人髌骨脱位的鉴别诊断

习惯性髌骨脱位的特点是屈膝位脱位和每次屈

膝都会脱位!复发性髌骨脱位的特点是偶发性脱位!

脱位多发生在膝关节近伸直位" 这两种脱位的治疗

理念不同) 复发性髌骨脱位的主要致病因素是内侧

结构松弛! 因此
IJEK

重建是治疗复发性髌骨脱位

的核心手段*习惯性髌骨脱位的病因是挛缩!包括伸

膝装置的挛缩和髌骨外侧结构的挛缩 #

Q

$

!所以松解

和伸膝装置延长是治疗习惯性髌骨脱位的核心手

段" 这两种疾患的鉴别诊断非常重要%表
@

&!如果混

淆! 将习惯性髌骨脱位按照复发性髌骨脱位进行治

疗!可能会导致治疗失败"

$

复发性髌骨脱位的治疗方案

IJEK

重建是治疗复发性髌骨脱位的核心手

段"文献报道的手术技术很多!包括
O0*+9D

等#

R

$使用

髌骨脱位的治疗方案

张辉!冯华

"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损伤科#北京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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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复发性髌骨脱位与习惯性髌骨脱位的鉴别

"#$%! &'()*+,+-#*+.) ., /(-0//()* 1#*(22#/ '+32.-#*+.) #)' 4#$+*0#2 '+32.-#*+.) ., 1#*(22#

项目 复发性髌骨脱位 习惯性髌骨脱位

年龄 青少年!年轻患者 青少年!年轻患者

性别 女性多见 无差别

脱位的角度 近伸直位可能发生脱位 屈膝位脱位

脱位的频度 偶尔脱位 每次屈膝都会脱位

可复性 自动复位 伸膝复位

可能的发病机制 内侧过松"

:;<=

损伤# 伸膝装置挛缩
>

外侧挛缩

髌骨位置 可能高位髌骨 低位髌骨常见

合并症
高位髌骨$滑车发育不良$胫骨结节外偏$膝外翻$

前倾角$胫骨外旋$关节松弛

低位髌骨$滑车发育不良$胫骨结节外偏$膝外翻$

前倾角$胫骨外旋$关节松弛

自体半腱肌腱双束重建
:;<=

!

5043.+

等 "

?

#使用人

工韧带重建
:;<=

!

@/A)*A.

等"

$

#使用自体内收肌腱转

位重建
:;<=

!

@B(C//9A

等"

D

#和
'+.40*/

等"

E

#使用自体

半腱肌腱或股薄肌腱重建
:;<=

!

@/AA*FA*

等"

#&

#使用

股四头肌腱重建
:;<=

!

'+4+*(0

等 "

##

#使用内侧
# G %

髌腱重建
:;<=

的方法$

:;<=

重建最常用的移植物

为自体绳肌腱!其次为异体肌腱%人工韧带等$ 各

种手术技术的差异并不大! 髌骨侧多选择双锚钉或

双隧道技术!定位在髌骨内缘中点和内上角!股骨侧

定位可以分为解剖定位法和透视辅助定位法! 解剖

定位需要切开寻找内收肌结节和股骨内上髁! 以两

者中点作为重建
:;<=

的股骨隧道中心$ 透视辅助

定位法按照
@B(C//9A

等 "

H!

#的方法透视膝关节纯侧

位!根据股骨后方皮质%股骨后髁和
I934A*F++/

线确

定股骨端的隧道位置! 本期中第
H

篇文章也使用了

同样的技术"

H

#

$ 笔者的经验是透视辅助定位的准确

性和可重复性较好! 推荐使用术中透视辅助定位的

技术确定股骨隧道的位置$

5

习惯性髌骨脱位的治疗方案

习惯性髌骨脱位的病因是&挛缩'!包括伸膝装

置的挛缩和髌骨外侧结构的挛缩"

J

#

$ 所以松解和伸

膝装置延长是治疗习惯性髌骨脱位的核心手段$

5% !

外侧软组织广泛松解

外侧软组织广泛松解 (

AK/A*F)6A 9+/A.+9 .A9A+FA

)

除了松解髌骨外侧支持带! 还包括髌骨外侧与髂胫

束之间的异常连接%股外侧肌腱!甚至包括瘢痕化的

髌前脂肪垫和髌骨内侧结构$松解需要逐步进行!按

照 &髌外侧支持带
!

髂胫束
!

股外侧肌腱
!

髌前脂

肪垫
!

髌骨内侧结构'的顺序进行松解!每松解一个

结构!需要评估髌骨的复位情况!决定是否需要继续

松解下一个结构$

5% 6

胫骨结节近端移位

胫骨结节近端移位 (

/)L)+9 /3LA.B9A 1.0K)4+9)M+N

/)0*

)可以有效地延长伸膝装置!矫正低位髌骨!恢复

正常的髌骨高度$胫骨结节向近端移位后!可以使用

克氏针临时固定截骨块! 屈伸膝活动评估髌骨复位

情况! 如果大角度屈膝时仍然会出现髌骨向外侧脱

位!可能与胫骨结节向近端移位程度不足有关!也可

能与外侧结构松解不足有关! 需要进一步移位或者

松解外侧结构$ 胫骨结节需要使用皮质骨螺钉进行

坚强的固定!保证术后早期功能锻炼$

5% 7

胫骨结节截骨内侧移位

胫骨结节截骨内侧移位 (

/)L)+9 /3LA.B9A 4AO)+9N

)M+/)0*

)是根据术前
'2

测量的
22P2Q

值决定是否向

内侧移位及移位的程度! 通常可以与近端移位同时

进行$

5% 5

股骨远端截骨

习惯性髌骨脱位的成人患者如果合并膝外翻畸

形!外翻角度
RH&S

!需要进行矫正$ 根据&畸形最显

著'原则选择截骨部位和截骨方式$

5% 8 :;<=

重建

对于习惯性髌骨脱位!

:;<=

重建手术是手术

的最后一个环节$ 应当注意!重建韧带之前!应当进

行充分的伸膝装置延长和松解! 保证髌骨在膝关节

全范围屈伸活动均处于中立位$ 否则! 仅仅通过

:;<=

韧带矫正髌骨习惯性脱位很容易造成手术失

败$ 这一点与复发性髌骨脱位有很大的不同$

5% 9

习惯性髌骨脱位的手术技巧

术中需要按步骤逐步松解$每松解一个结构!需

要评估髌骨的复位情况! 决定是否需要继续松解下

一个结构$ 首先松解髌骨外侧支持带和髌骨与髂胫

束之间的异常连接! 评估松解后髌骨脱位的角度是

否得到改善!如果无法复位!继续切断股外侧肌腱$

这
!

个步骤完成后! 多数病例能够获得
"STE&S

屈膝

范围的髌骨稳定性! 但是! 继续屈膝会出现髌骨脱

位$接下来需要进行伸膝装置的延长!笔者的经验是

E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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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胫骨结节近端移位来延长伸膝装置! 在胫骨结

节近端移位过程中" 可以使用克氏针临时固定胫骨

结节截骨块"方便反复调整截骨块位置!胫骨结节近

端移位后" 需要进一步松解瘢痕化的髌前脂肪垫和

髌骨内侧结构"才能完全恢复髌骨的高度!再次评估

屈膝时髌骨的稳定性" 如果全范围屈膝时髌骨仍然

脱位"需要重复松解和胫骨结节近端移位的步骤!最

终需要达到全范围屈膝时"髌骨都能够维持复位!

对于延长伸膝装置" 笔者的经验是首选胫骨结

节近端移位"矫正低位髌骨"恢复正常的髌骨高度!

有文献报告可以使用股四头肌延长治疗儿童的习惯

性髌骨脱位#

#%:;<

$

! 但是对于成人"股四头肌延长手术

导致关节粘连的可能性很大"与儿童有很大的区别"

应慎重选择!

!

总结

本期的
%

篇文章针对于成人髌骨脱位的不同类

型进行治疗"从中可以看到"复发性髌骨脱位和习惯

性髌骨脱位的病理因素并不相同" 所以临床治疗方

法有很大差异! 对于复发性髌骨脱位"

=>?@

重建是

治疗的核心技术" 推荐使用术中透视辅助定位的方

法建立股骨隧道!对于习惯性髌骨脱位"广泛松解和

伸膝装置延长是治疗的核心技术" 在获得全范围屈

伸膝活动髌骨不再脱位后"再进行
=>?@

重建!两种

疾患的鉴别诊断非常重要" 需要临床医生能够准确

诊断和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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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镜下内侧髌股韧带重建结合外

侧支持带松解及胫骨结节内移垫高治疗习惯性髌骨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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