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踝关节损伤是临床骨科急诊常见疾病" 三角韧

带损伤占踝关节损伤的
H"IJH9I

"单独的三角韧带

损伤较为少见"多合并踝关节骨折 #

H

$

% 根据
C'(-?,K

2)((

等 #

!

$的报道"在急性踝关节骨折中"近
8"I

的

患者伴有三角韧带损伤% 对三角韧带的治疗目前仍

存在争议 #

H

"

$L8

$

"有学者认为保守治疗可能存在愈合

不佳&韧带松弛等并发症"最终仍会导致创伤性踝关

节炎#

H

$

% 笔者自
!"H:

年
H

月至
!"HM

年
$

月采用骨

折固定联合三角韧带修复手术治疗踝关节骨折合并

三角韧带完全断裂的中青年患者
!H

例"临床疗效满

意"现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

诊断标准!对于三角韧带完全断裂的诊断"须具

备以下条件! 内踝有明显压痛& 皮下瘀斑等表现 #

9

$

'本组病例均有(% 在此基础上"采取踝穴位
F

线测

量 #

:L#

$加手术探查结合的诊断方法!'

H

(如术前
F

线

测量内踝间隙
!9 22

" 距骨向外脱位或半脱位者"

踝关节骨折合并三角韧带完全断裂 !H例的手术

疗效分析

常小波!王勤业!习洪波!陈圣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医院骨科"上海
!"H;"!

(

!摘要" 目的!探讨手术治疗踝关节骨折合并三角韧带完全断裂的近期临床疗效" 方法!回顾性分析
!"H:

年
H

月

至
!"HM

年
$

月采用骨折固定联合三角韧带修复手术治疗的踝关节骨折合并三角韧带完全断裂的中青年患者
!H

例#

其中男
H:

例$女
9

例%年龄
!HJ9!

&

$;4:N#4$

'岁%受伤至手术时间
HO#

(

$4;PH49

)

A

* 观察患者骨折愈合时间及并发症情

况$比较手术前后内踝间隙变化$并于术后
H;

个月采用美国足与踝关节协会(

D2?,'>)( +,-&./)?A'> Q..- )(A D(R3? S.K

>'?-T

$

D+QDS

)评分进行功能评价*结果!

!H

例患者均获得随访$时间
H;J!:

(

!H4#PH4!

)个月*切口均
!

期愈合$骨性愈合

时间
;JH!

(

M49PH4:

)周* 术后未出现感染+内固定失败+神经损伤等并发症" 术后内踝间隙(

!4:MP"4!9

)

22

较术前

(

94;$P"4$!

)

22

明显改善(

!U"4""H

)" 术后
H;

个月
D+QDS

评分(

MH48$P84H8

)分$其中优
H8

例$良
:

例$可
H

例" 结论!

在坚强固定骨折的同时$修复三角韧带能帮助中青年患者恢复踝关节内侧解剖结构$可以取得良好的近期临床疗效"

!关键词" 韧带% 踝损伤% 骨折固定术$内

中图分类号!

V:;$48!

"#$

!

H"4H!!"" W X4'@@(4H""$L""$84!"!"4"#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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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即诊断三角韧带完全断裂 !

789

"

# 均手术探查证

实$本组
:$

例$ %

!

&术前
;

线测量内踝间隙有增宽#

但
<= 22

的病例 !

=8#

"

#术前则诊断为三角韧带损伤#

手术先固定骨折# 术中透视内踝间隙仍较对侧增

宽
!: 22

#再探查内侧#如发现三角韧带完全断裂

进行治疗$ 本组
9

例$

纳入标准'年龄
:9>7"

岁(急性闭合性损伤%受

伤时间
<:? @

&( 病例资料和随访记录完整$ 排除标

准'开放性骨折)病理性骨折或者陈旧性骨折(合并

多发伤)生命体征不稳定者(内踝有骨折者(合并有

其他系统疾病#且存在明显手术禁忌证者$

本组
!:

例#其中男
:7

例#女
=

例#年龄
!:>=!

%

$947A#4$

&岁(左侧
B

例#右侧
:!

例$致伤原因'运动

伤
#

例#交通事故
7

例#高处坠落伤
7

例#重物压伤

!

例$按照
C)1DE8F)(GE(

分型!

B

"

'旋后外旋型
:$

例#

旋前外旋型
9

例$均为闭合性损伤#受伤至手术时间

:>#

%

$49H:4=

&

@

$ 术前对患者常规行踝关节正侧位

%踝穴位&

;

线片)

%0

平扫加三维重建检查$ 所有病

例对外踝使用适当钢板螺钉进行固定#

:#

例合并后

踝骨折#其中
$

例对后踝进行空心钉固定$

!

治疗方法

!" #

手术方法

患者采用连续硬膜外麻醉#取仰卧位#大腿根部

空气止血带充气并全程计时$术野消毒铺巾#采用后

外侧入路行标准的切开复位内固定治疗外踝骨折#

对其中
$

例后踝骨块较大) 透视复位不满意者采用

!>$

枚
$4= 22

空心螺钉进行固定$ 对术前明确诊断

三角韧带完全断裂的# 或者骨折固定后内踝间隙仍

增宽
I: 22

者#对内踝进行三角韧带探查和修复$在

内踝尖端向前下做一长
=>7 J2

的弧形切口#注意保

护大隐静脉及伴行隐神经$ 切开深筋膜及踝内侧屈

肌支持带#向后牵开胫后肌腱#可探查三角韧带浅层

及深层的断裂情况# 根据探查情况选择不同的方式

修复三角韧带深层'%

:

&三角韧带止点%距骨侧)内踝

侧& 断裂# 可在断裂之止点侧打入钛合金缝线锚钉

%直径
!49 22

或者
$4= 22

#

K,-&,EL

公司# 美国&#使

用锚钉尾线对韧带残端进行缝合$ 本组
:=

例#深层

在距骨侧止点断裂
:"

例%

?#47!M

&#内踝侧止点断裂

=

例%

!$49:M

&$ %

!

&三角韧带中间断裂#使用
$8"

肌

腱缝合线直接缝合$如韧带撕裂严重#可使用
$8"

肌

腱缝合线对残端进行编织后缝合$ 本组
7

例#

!

例中

间断裂后较短一侧严重撕裂伤#予以编织后缝合$

!:

例患者三角韧带浅层断裂均为中间不规则撕裂#

予以可吸收线加强缝合$

!" !

术后处理

术后均未使用其他特殊外固定或石膏# 抬高患

肢#术后次日即开始对踝关节进行主动)被动功能锻

炼#但禁止负重
?

周#根据随访情况
?>9

周后部分负

重#骨折愈合后完全负重$所有患者术后定期拍摄踝

关节正侧位%踝穴位&

;

线片观察骨折愈合)关节复

位等情况#术后
:9

个月复查对侧踝穴位
;

线片$

$

结果

$% &

疗效评价标准

术后
:9

个月采用美国足与踝关节协会%

K2E,'N

J)( +,-&./)E@'J O..- )(@ K(P3E Q.J'E-R

#

K+OKQ

&评

分!

:"

"从疼痛)自主活动)步行距离)地面步行)异常步

态)前后活动)后足活动)踝
8

后足稳定性)足部对线

进行功能评价# 满分
:""

分( 总分
B"S:""

分为优#

#=>9B

分为良#

=">#?

分为可#

<="

分为差$

$% !

治疗结果

!:

例患者均获得随访#时间
:9>!7

%

!:4#H:4!

&个

月$ 所有病例切口
!

期愈合#未出现感染)坏死等并

发症$ 术后骨折均获得愈合#愈合时间
9>:!

%

B4=H

:47

&周#未出现延迟愈合)不愈合)骨感染)内固定物

断裂)松动及脱出等并发症$ 取出内固定时间为
:!>

:9

%

:?4" H"4B

&个月 $ 内踝间隙由术前的 %

=49$ H

"4$!

&

22

恢复至术后的%

!47BH"4!=

&

22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T$=499

#

"<"4"":

&$ 术后
:9

个月
K+OKQ

评分#疼痛%

$B4=!H"4B:

&分#自主活动%

#4=#H"4B$

&分#

步行距离%

?4"=H"4?7

&分#地面步行%

$4B=H:4""

&分#异

常步态%

#49:H"4$7

&分#前后活动%

747#H:4#9

&分#后足

活动%

?4?$H:4="

&分#踝
8

后足稳定性
9

分#足部对线

:"

分#总分%

B:4?$H?4:?

&分(其中优
:?

例#良
7

例#

可
:

例$ 典型病例见图
:

$

'

讨论

'% &

踝关节骨折合并三角韧带断裂的损伤机制

踝关节外展或者外旋易发生三角韧带损伤#按

照
C)1DE8F)(GE(

分型#三角韧带损伤一般出现在旋

后外旋)旋前外旋)旋前外展这
$

种骨折类型中#以

旋后外旋型最为常见!

98B

#

::

"

$当足处于旋前位时#外展

力通过三角韧带牵拉内踝) 外旋应力可导致距骨冲

击踝关节内侧#两种力均可导致内踝骨折及%或&三

角韧带损伤#本研究中未有旋前外展型#旋前外旋型

9

例$ 当足处于旋后位时# 距骨以踝穴内侧为中心

轴#向外侧冲击外踝#暴力持续可进而牵拉内踝导致

撕脱骨折或三角韧带损伤直至断裂# 本组病例中旋

后外旋型
:$

例$ 从上述的受伤机制看出#三角韧带

在旋前位时损伤出现的早# 在旋后位时则是最后累

及#由于其韧带强度大#损伤常合并外踝骨折或%和&

下胫腓韧带损伤$

'% !

基层医院三角韧带断裂的诊断

基层医生在处理踝关节骨折的患者时# 常常重

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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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患者!女!

78

岁!右踝骨折"

9)1:;<=)(>;(

分型#旋后外旋
!

度$

!"

!

!#$

术前正侧位
?

线片

示右外踝骨折伴内踝间隙增宽
!%$

术前
%0

片示外踝骨折移位明显! 内踝间隙增宽
!&$

术中照

片探查见内踝三角韧带完全断裂
!'

!

!($

术后第
@

天正侧位
?

线片示骨折复位及内固定良好!内

踝间隙正常
!)$

取出内固定术后第
@

天正位
?

线片示骨折愈合良好! 内踝间隙正常
!*

!

!+$

取

出内固定术后
@

个月外观照示踝关节功能恢复良好

,+)$! A)-';(-

!

B;2)3;

!

78 C;), .3D

!

,':&- )(E3; B,)F-1,;

%

9)1:;<=)(>;( -C/;

#

>1/'()-'.( ;G-;,()3 ,.-)H

-'.( '(I1,C J'-& ! D;:,;;

&

!"

!

!#$ A,;./;,)-'K; LA )(D 3)-;,)3 ? ,)C> >&.J;D ,':&- 3)-;,)3 2)33;.31>

B,)F-1,; J'-& J'D;(;D 2;D')3 2)33;.31> >/)F; !%$ A,;./;,)-'K; %0 >&.J;D .MK'.1> D'>/3)F;2;(- .B 3)-H

;,)3 2)33;.31> B,)F-1,; )(D J'D;(;D 2;D')3 2)33;.31> >/)F; !&$ N(-,)./;,)-'K; /&.-. >&.J;D F.2/3;-;

,1/-1,; .B -&; D;3-.'D 3':)2;(-; !'

!

!($ A.>-./;,)-'K; LA )(D 3)-;,)3 ? ,)C )- @ D)C >&.J;D J;33 /.>'-'.(

.B B,)F-1,; )(D J;33 '(-;,()3 B'G)-'.(

!

-&; 2;D')3 2)33;.31> >/)F; ,;F.K;,;D !)$ A.>-./;,)-'K; LA ? ,)C

)- @ D)C )B-;, ,;2.K)3 .B '(-;,()3 B'G)-'.( >&.J;D -&)- -&; B,)F-1,; &;)3;D J;33 )(D -&; 2;D')3 2)33;.31>

>/)F; J)> (.,2)3 !*

!

!+$ L//;),))(F; )B-;, ,;2.K)3 .B '(-;,()3 B'G)-'.( )- @ D)C >&.J;D -&)- )(E3;

B1(F-'.( ,;F.K;,;D J;33

视骨折!忽视韧带损伤!临床不乏有骨折愈合后三角

韧带断裂引起踝关节不稳手术的病例' 在三角韧带

断裂的诊断方面!笔者的经验有以下两点#"

@

&临床

表现是三角韧带损伤的重要诊断依据' 有明确外伤

病史的患者!内踝有明显肿胀(瘀斑等表现)

7

*

!同时!

查体有明显压痛(按压内踝尖下方有空虚感(外翻试

验阳性应予以重视' 笔者临床已多次发现部分患者

外伤后关节复位!

?

线片并不表现出内侧间隙增宽!

但有明显的上述临床表现! 术中探查明确有三角韧

带完全断裂' %

!

&

?

线检查是临床重要的诊断标准'

本研究选用的标准是内踝间隙
!O 22

(距骨向外侧

脱位或半脱位! 可确定踝关节三角韧带断裂! 本组

@$

例完全吻合' 虽然超声(造影(

PQN

等诊断敏感性

和特异性更理想! 但在缺少大型检查和专业医技人

员的基层医院!临床实际操作不强' 对于
?

线提示

内踝间隙增宽
RO 22

的病例!要根据上述临床表现!

充分和患者沟通后进行术中探查! 这种情况应当慎

重!沟通需要给双方足够的选择空间和回旋余地!临

床上也有探查显示三角韧带仅部分损伤! 无须修补

的病例'

S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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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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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修复三角韧带完全断裂对中青年患者的现实

意义

三角韧带是维持踝关节稳定性的重要组成部

分 !

7!87$

"

#笔者主张修复三角韧带完全断裂是基于以

下
9

个方面的考虑$%

7

&踝关节损伤的治疗目标在于

恢复其稳定性# 而踝关节的稳定有
$

个重要的解剖

结构'内踝或三角韧带%缺一不可&(下胫腓联合和腓

骨#

$

个解剖结构受到损伤后通过手术修复
!

个结

构使其达到稳定!

79

"

) 本组病例中*

!7

例患者外踝骨

折及三角韧带断裂* 在术中探查均能发现下胫腓前

韧带有不同程度损伤* 其中
7#

例患者存在后踝骨

折*骨折部位均为
5.3:2)(

骨折) 因此*认为本组病

例均存在
$

个解剖结构损伤* 应进行
!

个结构的固

定) %

!

&探查三角韧带能明确诊断*减少因漏诊+误诊

等导致的医疗纠纷, %

$

&中青年患者对近期和远期的

踝关节功能要求较其他人群都要高, %

9

&修复或者重

建三角韧带*能为患者提供良好的踝关节稳定性*无

须其他辅助固定* 便于早期进行无痛或者少痛的功

能锻炼,但处理三角韧带需要特别慎重*笔者对三角

韧带的修复是在对骨折复位内固定完成后 %其中

$

例外踝加后踝固定后&进行的*一方面能根据术中

透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内侧探查- 另一方面骨折固

定后确定腓骨的正常长度* 避免三角韧带修复重建

时过紧或者过松导致的内踝间隙异常, 在处理三角

韧带时应当根据实际的探查情况* 对于部分损伤无

须修补* 对于中间部分断裂的患者仍可以通过适当

的韧带编织等处理手段予以缝合修复* 避免了过度

使用锚钉等情况发生,

总之*通过充分的术前评估和沟通*在坚强的骨

折固定基础上* 选择合适的三角韧带断裂修复或重

建方法*能为患者提供一个稳定的(无痛的早期功能

锻炼条件*从而获得良好的近期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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