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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髋关节置换术作为治疗髋关节疾病的有效手

段在临床上应用已经十分成熟& 其术后常见的并发

症有感染和脱位& 后者与术中假体的放置位置有明

显关系'

7

(

)

!R7S

年
7

月至
!"7T

年
7!

月&对行初次全

髋关节置换
S%

例患者&术中采用仰卧位直接前方入

路&应用液晶数显角度仪控制髋臼杯的前倾角&术后

采用
'2

扫描及三维重建测量髋臼杯的前倾角&两者

进行比较&探讨该仪器的应用价值)

!

材料与方法

!" !

病例选择

纳入标准!身体情况良好&行初次行全髋关节置

换的患者) 排除标准!既往有髋部手术史的*非初次

置换*过度肥胖者*不能接受随访*合并基础疾病较

重不能耐受手术者)

液晶数字显示角度仪在全髋关节置换术中的

应用价值

侯靖钊 7

!王海红 7

!程彦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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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禹基 !

!孙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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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江市人民医院&江苏 靖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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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江苏 常州
!7%"""

+

%6

苏北人民医院&江苏 扬

州
!!U""7

%

!摘要" 目的! 探讨在全髋关节置换术中使用液晶数字显示角度仪控制前倾角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自

!"7S

年
7

月至
!"7T

年
7!

月
S%

例行初次全髋关节置换术的患者#其中男
!S

例$女
UU

例%年龄
&!VS7

&

$"Q&W$QT

'岁!

股骨颈骨折
<%

例$股骨头缺血性坏死
!R

例! 所有患者术中使用液晶数显角度仪控制髋臼杯假体的前倾角$术后采用

'2

扫描$测量髋臼杯的前倾角$两者进行比较$了解使用液晶数显角度仪的准确性! 结果"术后
'2

测量提示患者的髋

臼前倾角均位于
XEP)**EY

提倡的安全区内$术中使用液晶数显角度仪测量髋臼杯的前倾角度中位数为
#&Q!RZ

(

7!QSRV

7UQ&R

)

Z

$术后
'2

扫描测量的髋臼杯的前倾角中位数为
7&Q!RZ

(

7%Q&RV7UQUR

)

Z

$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76$!U

$

"[

R6RSU

)* 结论"应用液晶数显角仪器对术中控制髋臼杯的前倾角是一种准确可靠的方法$具有良好的辅助参考价值*

!关键词" 关节成形术$置换$髋% 前倾角% 数显角度仪% 直接前方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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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术中使用液晶角度仪显示前倾角

"#$%! :);15+< =0*)04>/> ?+; 3;>@ /0 ;(0? +A>/+B35+. +*/>C>.;)0*

图
&

术后三维重建后测量前倾角

"#$%& 2(> +A>/+B35+. +*/>C>.;)0* ?+; 4>+;3.>@ +D/>. %: .>A0*;/.3A/)0*

!% &

一般资料

选取
!E7F

年
7

月至
!G7H

年
7!

月行初次全髋

关节置换的患者共
F%

例!其中男
!F

例!女
II

例"年

龄
&!JF#

#

$EK&L$6H

$岁"体重指数%

B0@< 4+;; )*@>M

!

NOP

&不超过
%G Q= R 4

!

' 其中股骨颈骨折
S%

例!受伤

至入院时间
7TF @

!骨折
U+.@>* !

型
%&

例 !

"

型

!H

例"股骨头缺血性坏死
!E

例!发病至入院时间
SJ

%F

个月!按
V)A+/!

期
7!

例!

"

期
F

例' 所有患者术

前进行骨盆正位片( 患髋侧位片及髋关节的
'2

扫

描! 通过术前
'2

扫描及重建测量髋臼前倾角的角

度! 每个个体值作为该患者术中角度仪放置角度的

参考依据!该组患者术前
'2

扫描测量的髋臼前倾角

值非正态分布 ! 用中位数表示具体值为
7&6""W

#

#%XGGJ7IXFG

&

W

!均位于
Y>?)**>Q

安全区内' 本组手

术均由同一组医师完成'

!% '

治疗方法

!% '% !

麻醉方式及手术体位 患者均采用椎管内

麻醉!仰卧位'

!% '% &

手术入路 采用直接前方入路!于髂前下棘

向外下约
! A4

处指向腓骨头做一长
FJ7G A4

切口!

切开皮肤(皮下组织(阔筋膜张肌外膜!将阔筋膜张

肌拉向外侧! 结扎位于阔筋膜张肌与股直肌之间的

旋股外侧动脉的分支! 沿肌间隙进入显露髋关节前

方' 切除前方关节囊后截骨!通常保留股骨距
7J

7XI A4

!并保持截骨平面为一椭圆形' 取出股骨头!

显露髋臼'予偏心髋臼锉磨锉髋臼!在磨锉髋臼时将

液晶数字角度仪#深圳胜利仪器有限公司生产!型号

%SG:ZHI

&安置在髋臼锉上!当液晶数字显示角度仪

数值在合适范围内进行髋臼的打磨! 在置入髋臼杯

后再次将液晶数字显示角度仪放置在髋臼杯的把持

器上!测量髋臼杯安装角度!置入内衬#见图
#

&' 股

骨端处理时!切除股骨端前方残余的(内侧及外上方

的关节囊!行股骨端松解!显露好股骨端后!以偏心

髓腔锉处理股骨端髓腔! 选择直径合适的股骨端假

体置入'缝合阔筋膜张肌的外膜后逐层关闭切口!根

据创面渗出情况决定是否放置引流管'

!% '% '

术后处理 术后常规给与头孢唑啉或头孢

呋辛钠预防感染! 通常在术后
&F (

停用抗感染药

物'返回病房后即开始行气压治疗!麻醉效果消除后

行踝泵运动!术后
# @

摄骨盆平片(患髋侧位片及髋

关节
'2

平扫加三维重建'术后
# @

患者在助行器帮

助下下地行走'术后注意纠正贫血及低蛋白血症!术

后
!& (

起予低分子肝素钠皮下注射预防血栓' 如放

置引流管在术后
!& (

内拔除'

!% (

术后影像学观察

患者术后行髋关节平扫 !方法 )

N.)55)+*A>)'2

#

#!F

排
!IS

层&' 双侧髋关节扫描!患者取仰卧位!

双上肢上举抱头!双下肢完全 伸直!双脚并拢' 扫描

范围从髂前上棘至耻骨联合 容积扫描! 扫描参数)

#!G Q8

!自动毫安秒
#!GJ&GG 4Z

!原始数据
GXS!I 44

!

螺距
GXH#&

!图像重建矩阵
I#![I7!

' 将得到的数据

传输到
O)4)A; !GXG

软件!行三维重建!将双侧髂前

上棘和耻骨联合组成的平面作为人体前平面! 并将

图像维持在仰卧水平位!将髋臼轴线
N'

#髋臼持器&

在矢状面的投影与患者身体纵轴
ZN

之间的夹角作

为术后影像学测得前倾角'

'2

扫描后采用
O)4)A;

软件行三维重建测得的髋臼杯前倾角! 即
!ZN'

的

角度*

!

+

%见图
!

&'同一患者由
!

名经培训的医师采用

上述方式进行
!

次测量!取平均值减少误差'

!% )

评估方法

本研究主要观察术后通过
'2

扫描结合
O)4)A;

软件三维重建后测得前倾角是否位于
Y>?)**>Q

安

全区内! 再将该数值与术中角度仪记录的髋臼前倾

角进行比较!来判断液晶数字显示角度仪的准确性'

!% *

统计学处理

采用
\]\\ !%XG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术中角度

仪及术后
'2

扫描测量的前倾角为非正态分布定量

资料! 用中位数表示! 两个方法间的比较用
O+**^

IH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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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6!"!7

!

8056%&

!

906$

:()/*;< !

检验!以
"="6">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患者均未发生切口感染#脱位#致命性血栓等并

发症 " 术中液晶数显仪测得的前倾角中位数为

7&6!?@

$

#!AB"C#>A&?

%

D

! 术后
'2

测量的前倾角中位

数为
7&6!E@

$

7%6&"C7>6>"

%

@

" 术后
'2

扫描后行三维

重建测量
B%

例髋臼假体前倾角均在
F;G)**;H

提倡

的安全区范围! 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IJ

7K$!>

!

"I"6"B>

%"

"

讨论

"# $

髋臼前倾角与人工髋关节脱位的关系

关于髋臼前倾角目前有
%

种定义! 即解剖前倾

角#手术前倾角#影像学前倾角!这
%

种对髋臼前倾

角的定义是基于
'+5+*L.3MM)0

的髋臼轴概念" 人工

髋关节置换的手术效果主要体现在关节活动时的稳

定性上!而关节的稳定性与假体位置密切相关!也就

是髋臼杯和股骨柄假体的位置&

%

'

" 在股骨侧!对股骨

端进行截骨处理时!无论采用何种入路!因考虑到术

后股骨距保留长度与股骨偏心距正相关! 通常截骨

后保留股骨距
7C76> M4

"对于股骨端假体的安装!我

们在术中使用近端压配的生物型假体! 考虑到近端

固定的股骨柄假体安装的位置主要基于股骨近端髓

腔的形态! 因此在股骨端按照手术流程安装股骨柄

时!假体的前倾角相对固定&

&

'

" 外展角术中采用目测

法控制在$

&"N7"

%

@

!也比较容易!前倾角因为范围值

较小!难以控制!因此术后髋关节的稳定性主要受前

倾角的影响" 根据
F;G)**;H

的观点!髋臼杯的前倾

角在$

7>N7"

%

@

时属于安全范围"前倾角增大时!可以

增加髋关节的屈曲!但会影响髋关节的伸直!人工髋

关节易在外旋#伸直#内收时脱位!髋臼杯的前倾角

过小时!人工关节在行屈曲内收内旋时易发生脱

位&

>OP

'

" 既往研究提示一半以上的脱位与髋臼杯位置

不当有关&

$

'

" 本研究采用直接前方入路!患者采用仰

卧体位!术中对髋臼杯的外展角控制相对简单!主要

是注意控制髋臼杯的前倾角&

B

'

" 术中通过液晶数字

显示角度仪可以精确的控制髋臼杯的前倾角! 增加

人工髋关节的稳定性!减少脱位的发生"笔者经验术

中使用液晶数显角度仪的范围通常在
#!@Q!ER

!具体

选择时可根据使用假体类型考虑! 一般应用全陶关

节时因没有高交联聚乙烯内衬的防后脱位高边保护

可适当加大前倾角! 同时术者应结合股骨柄的前倾

角考虑联合前倾角的大小!避免脱位发生"

"% !

液晶数字显示角度仪在协助术者控制髋臼杯

前倾角的优势

在人工髋关节置换术中如何让术者更好地控制

髋臼杯的前倾角" 目前!术者通常采用目测法#定位

杆#陀螺仪#计算机辅助导航系统等方式来定位髋臼

杯的安装位置" 临床工作中!目前目测法最为常用!

目测法对于手术经验丰富的术者可能比较适合!但

对初学者难以适用!传统手术体位通常采用侧卧位!

骨盆难以固定确切!术中一旦体位变动!加上目测法

主观上的误差!即使术中侧卧位行
'

形臂
S

线机透

视!髋臼杯前倾角落在安全区外可能性也增大&

T

'

" 关

于陀螺仪等设备大多用在体外实验中! 在手术操作

过程中很好应用! 力线杆安装后术中也是目测大致

角度!无法实时显示髋臼杯放置的角度"计算机辅助

导肮系统可以有效提高假体植入精确度! 但需要相

关的辅助设备!且价格昂贵!操作复杂!导航使用不

当反而增大手术风险 !难以在基层医院推广使

用&

7EJ7!

'

" 液晶数显角度仪利用角度传感器敏感水平

倾角!通过信号处理和单片机的控制#运算将倾角以

数值的形式直接在液晶屏上显示! 从而使角度测量

变得方便#快捷!实现了倾角的高精度测量" 术中使

用时术者把无菌透明膜包扎角度仪直接放置在髋臼

锉的把持柄上! 使术者在打磨髋臼过程中实时观察

髋臼锉放置的前倾角度! 从而保证髋臼杯的位置放

置在安全范围内!术后通过
'2

扫描及三维重建复测

髋臼杯的前倾角!也提示前倾角在安全范围内!提示

使用液晶数字显示角度仪是一个有效可靠的方法"

"# "

液晶数字显示角度仪术中应用的不足之处

使用角度仪时需要注意的方面($

7

%在使用液晶

数字显示角度仪时!首先要注意对手术床的校正!将

液晶数字显示角度仪水平安放在手术床上! 显示角

度为
ER

!患者仰卧于手术床后!取半截石位!健侧置

于外展架上!再将健侧髋部及患侧胸部固定!维持骨

盆于水平位! 避免因手术床不在水平面上以及骨盆

旋转带来的偏差&

7%J7&

'

" $

!

%术者在使用液晶数显角度

仪过程中! 磨锉髋臼后应松开髋臼杯周围的髋臼拉

钩!减少拉钩的撬拨外力对骨盆的影响!观察实时测

出髋臼杯的前倾角!必要时做相应的调整!有利于提

高髋臼杯放置时前倾角的准确性" $

%

%术中放置液晶

数字角度仪在偏心锉上时! 仪器底部应紧贴髋臼锉

的无弧度区域!避免术者的人为误差" $

&

%术中打磨

髋臼时应避免对患肢的过度牵拉导致骨盆位置改

变" 术中植入髋臼杯后行
'

形臂
S

线机透视也可初

步评估髋臼杯位置的准确性" $

>

%作为骨科的无菌手

术! 使用时对液晶数字显示角度仪予双层无菌透明

套包扎严实! 达到既可观察数据又避免细菌污染的

风险" 本研究中共纳入
B%

例患者!无术后感染的发

生!也说明该保护方案安全可靠"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对于外展角还是采用目

测法!术中采用仰卧位!术者控制外展角相对简单!

>T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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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7

!

8056%&

!

906$

但未能实现数字化的实时观察! 同时样本量不是足

够大"也需要扩大样本量后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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