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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缺损常由创伤'肿瘤切除'先天畸形'骨骼疾

病和植入物周围无菌性松动引起( 骨缺损的重建对

骨科医生和科研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为骨缺损修复是必不可少的( 并且对应大段缺损

不能完全自我修复)

7S%

*

+ 人工骨材料多种多样(已显

示出良好的应用价值( 但是因为骨缺损造成骨组织

和微血管的缺失( 即使使用人工骨或同种异体骨移

植修复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 且存在愈合率低和排

斥反应高等风险+ 自体骨的使用仍然被视为黄金标

准(但是该方式具有许多缺点(例如血管丢失'微血

共表达腺病毒载体构建鉴定及其转染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观察

李千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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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构建并鉴定绿色荧光蛋白标记的人骨形态发生蛋白"

T0*A 40.1(0@A*A/)D 1.0/A)*

#

UVW

$

!

和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

G+CD35+. A*?0/(A5)A5 @.0X/( E+D/0.

&

8JQ>

$

7<;

双基因共表达的重组腺病毒&为研究该双基因对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成骨方向诱导和体内骨缺损修复作用奠定基础' 方法! 从
DY9P

文库中
W'B

扩增
UVW!

和
8JQ>7<;

目的基

因 & 并将其插入腺病毒穿梭质粒
1P?SV'V8SQ>W

的多克隆位点 & 将构建的重组穿梭质粒
1P?SV'V8SUVW!S

8JQ>7<;

和腺病毒辅助质粒
1UOQ50Z!J7

&

%'.A

共转染细胞
OJ:!L%

细胞内& 经历腺病毒基因重组及出毒后收集细

胞&多次冻融离心获取病毒溶液"

P?SUVW!S8JQ>7<;

$' 进一步纯化并测定病毒滴度&随后通过转染兔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并检测
UVW!

和
8JQ>7<;

双目的基因表达和倒置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绿色荧光蛋白表达' 结果!基因测序(菌落

W'B

(

[AC/A.* T50//)*@

(

BA+5S/)4A W'B

(绿色荧光蛋白表达均表明载体
P?SUVW!S8JQ>7<;

构建成功&可稳定转染骨髓

间充质干细胞内并稳定表达&经测定腺病毒载体滴度达到
7\#I

#I

W>F ] 45

' 结论!携带人
UVW!

和
8JQ>7<;

双基因共

表达重组腺病毒载体构建成功&并能获得高滴度的病毒感染液'

!关键词" 骨形态发生蛋白)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腺病毒载体)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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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引物序列

"#$%! &'()*'+ ,+*- (. /0* '*#1 /()* &23

基因名称 引物序列!

:

"

;%

"含酶切位点#

!;+</)*

正向$

===>''2=>'2=>'2>''2'

反向$

2'>2>'2''2='22='2=>2

?@A!

正向$

2'2='>=>2==2==>>===>'''='2=2'22';%

!

AB/ C

#

反向$

2==>2'''2>='=>'>'''>'>>'''2''>'>;%

!

?+4D C

#

2!>

正向$

=>2''=>==='>=>==>>=2'22'2>>'>2='==2=>'=2==>==>=>>2

!

?+4D C

#

反向$

>>2''2'''==>>===''===>22'2''2''>'=2'>''='>2=22>=>>=

!

E<0F C

#

8E=G7H:

正向$

2>>2''>2=>>'222'2='2=2'22===2='

!

E<0FC

#

反向$

2='==''='2'>''=''2'=='22=2'>'>2'2=

!

90/ C

#

管重建障碍%供体部位感染%无法预测的治愈和吸收

以及取材部位和取材数量的局限性等& 因此不能有

效满足临床的切实需求'

&;:

(

) 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工

程骨方法正在迅速发展& 作为自体骨移植程序的可

靠的有前途的替代方法* 对于组织工程骨的成功结

局&选择合适的骨诱导和!或#血管生成生长因子&合

适的递送方法和合适的材料支架至关重要+另外&血

管生成对于组织工程骨构建体的存活和整合以及有

效的骨愈合至关重要* 随着基因治疗技术的飞速发

展&多种生长因子已被证明可以增加骨再生&特别是

血管生成和骨形成的生长因子& 如血管内皮生长因

子 !

I+B<35+. J*K0/(J5)+5 L.0M/( N+</0.

&

8E=G

#和骨形

态发生蛋白!

O0*J 40.1(0LJ*J/)< 1.0/J)*

&

?@A

#&其中

8E=G#H:

和
?@A!

是促进骨修复的两个最常用和

最有效的细胞因子'

H;$

(

*

本实验中& 选择使用腺病毒作为载体共表达

?@A!

和
8E=G#H:

& 获得骨缺损修复微环境下有效

生长因子& 以期为实验提供一种新型组织工程骨基

因载体&并转染种子细胞!

O0*J 4+..0M B/.04+5 <J55B

&

?@P'B

#观察活性表达 * 然而 &共表达
?@A!

和

8E=G#H:

参与骨缺损修复病理生理过程中是否存

在协同效应和加速骨生长& 且是否优越于单基因载

体的修复效果将在今后的动物实验来进一步证实*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与试剂

1>K;@'@8;=GA

,

<Q9>

文库购自上海汉恒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骨架质粒
1?D=50R"E#

&

%'.J

购自

@)<.0O)R ?)0BSB/J4B

公司&限制性内切酶!

?+4D#

&

90/#

&

E<0F#

&

AB/#

#&

2&

连接酶购购自南京凯基生

物公司&小鼠抗人
8E=G#H:

%

?@A!

%

!;+</)*

抗体购

自
>O<+4

公司&

P31J.P)L*+5

2@

TJB/ A)<0 AUVP '(J4)

534)*JB<J*/ P3OB/.+/J

显影购自
2(J.40P<)J*/)N)<

公司*

!% 4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离培养及鉴定

新西兰大白兔行髂骨穿刺抽吸骨髓& 将骨髓液

与
A?P

等比例混匀加入含
AJ.<055

分离液的离心管

中&

% WWW . X 4)*

离心
%W 4)*

&吸取含单个核细胞的乳

白色界面层至另一试管&

A?P

洗涤
!

次& 接种
7WY

G?P Q@E@ X G7!

培养基中&待细胞生长至
Z"Y

融合

时传代*取生长旺盛的第
%

代细胞进行表型鉴定&流

式细胞仪进行检测
'Q7&

%

'Q%&

%

'Q![

%

'Q&&

抗体*

!% 5

观察指标与方法

!% 5% !

目的基因扩增 取
(<Q9>

文库分别对目的

基因
8E=G7H:

%

?@A!

%

2!>

扩增&各自引物及酶切位

点见表
7

&将目的基因提取&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

!% 5% 4

穿梭质粒
1>K;@'@8;?@A!;2!>;8E=G

7H:

的构建 取
A'F

扩增的目的基因
8E=G7H:

%

?@A!

和
2!>

与相应限制性内切酶充分混合& 移液

器轻轻吹打&振荡器震荡数秒&放入恒温水域锅内酶

切消化*

1>K;@'@8;=GA

载体质粒经
AB/C

%

90/C

酶

切&消化酶切产物经电泳跑胶&轻轻选取目的片段切

下&回收提取酶切产物*将载体与所得目的基因片段

混合&移液器轻轻吹打&配制
!" $5

体系下
& \

过夜*

!% 5% 5

穿梭质粒
1>K;@'@8;?@A!;2!>;8E=G

#H:

的筛选与鉴定 离心管%培养皿%移液枪头等经

高压灭菌处理&防止外源性
Q9>

及
Q9>

酶污染*化

学法制备感受态细胞& 将质粒转化到感受态细胞

QD:%

中&细胞离心收集&接种含氨苄抗性培养基内

进行抗性筛选*

# K

后温箱内取出并肉眼观察菌落生

长&取挑菌环酒精灯上灼烧消毒&挑取菌落进行
A'F

鉴定和基因测序*

!% 5% 6

重组腺病毒
>K;?@A!;8E=G#H:

的包装

载体质粒
1>K;@'@8;?@A!;2!>;8E=G#H

和骨架

质粒
1?D=50R"E#

&

%'.J

与脂质体
U)10NJ/4)+*J !WWW

混匀共转染
DE]![%

细胞& 参照转染说明书要求进

行混合转染&每日观察细胞毒性效应*当倒置显微镜

下观察到部分细胞开始脱落& 相互融合一起类似葡

萄样或串珠样时&胰酶消化并冻融
%

次&高速离心获

得的上清液即是第
#

代 !

A#

# 腺病毒
>K;?@A!;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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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

和
8=>?7@A

目的基因片段

!

76:;<!

"

!68=>?7@A

"

%6;+BC.

#

"#$%! DE+.0FC EC5 C5CG/.01(0.CF)F H0. IC/CG/)0* 0H :;<! +*I 8=>?#@A

)*/C.CF/)*E EC*C

!

#6:;<!

"

!68=>?#@A

"

%6;+BC.

$

图
&

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1J:DIK;';8K>?<

%

8=>?7@A

%

:;<!

酶切后片段!

76:;<!

"

!6 1J:DIK;';8K>?<

"

%68=>?7@A

"

&6;+BC.

$

"#$%& DE+.0FC EC5 C5CG/.01(0.CF)F L+F 3FCI /0 IC/CG/ H.+E4C*/F 0H 1JM

:DIK;';8K>?<

&

8=>?7@A +*I :;<! +H/C. C*NO4C I)ECF/)0*

'

#6:;<!

"

!6 1J:DIK;';8K>?<

"

%68=>?#@A

"

&6;+BC.

$

8=>?#@A

&使用病毒专用离心管收藏于
KPQR

冰箱内(

!% '% (

重组腺病毒
DIK:;<!K8=>?7@A

的扩增与

纯化 取
<7

腺病毒感染
!S%

细胞&当发生细胞毒性

效应时收集细胞与培养基& 按照上述方法取上清液

进行纯化(最后通过超速离心将病毒上清液与
'F'T

混合(经过
!

次超速离心后&吸出蓝白条下的病毒溶

液透析
%

遍&并且每小时更换溶液(最后测量腺病毒

滴度并保存在
KP" R

生物冰箱内(

!% '% )

重组腺病毒
DIK:;<!K8=>?7@A

的滴度测

定
!S%

细胞接种
S@

孔板内&

7! (

后可转染 ( 取

7" !5

腺病毒原液按
7"

倍比例稀释&稀释不同梯度&

感染
S@

孔板中细胞&每孔加入
7"" !5

病毒稀释液&

每天观察细胞病变现象 & 计算重组腺病毒
DIK

:;<!K8=>?7@A

的滴度测定(

!% '% *

验证重组腺病毒
DIK:;<!K8=>?7@A

过表

达效果 预实验获取最佳的感染复数 !

;-UV7QQ

$&

裂解收集蛋白上清液电泳&孵育目的蛋白一抗二抗&

采用
2(C.40 WG)C*/)H)G

公 司 生 产 的
W31C.W)E*+5

2;

XCF/ <)G0 <TYW '(C4)534)*CFGC*/ W3ZF/.+/C

显影&参

试剂盒说明书以
7[7

的比例混合
D

液和
:

液& 选择

自动曝光参数显影目的蛋白条带(

同时& 提取转染后细胞的全基因行目的基因

\C+5K/)4C <'\

检测& 打开
T)E(/'OG5C. S@

机器和软

件&设置参数&依据每个模板的
'/

值与该模板的起

始拷贝数的对数存在线性关系& 利用已知起始拷贝

数的标准品制作标准曲线&测定未知的
'/

值即可计

算出该样品的起始拷贝数&重复实验
%

次&每组
%

个

复孔&计算对照组和实验组的
'/

值&各组目的基因

相对表达量经
!

K!!

'/

计算得出(

!% '% +

腺病毒转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效率测定

取上述第
%

代
:;K;W'F

& 重组腺病毒
DIK:;<!K

8=>?7@A

室温融化按照不同
;-U

值!

$"

%

S"

%

7""

和

7!"

$转染&

7! (

后更换完全培养基&细胞培养箱内继

续培养
&P (

& 倒置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绿色荧光蛋白

的表达情况&计算腺病毒转染效率!绿色荧光蛋白阳

性细胞数
]

细胞总数
^#QQ_

$(

!% ,

统计学处理

采用
W<WW7$6Q

统计软件处理 &实验至少重复

%

次&定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

"

!"

$表示&两组比较

采用两独立样本
#

检验& 多个样本均数间的比较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CKL+O D9-8D

$&方差不齐时

使用
2+4(+*C 2!

检验& 方差齐时使用
:0*HC..0*)

进

行多重比较( 以
$`Q6QA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 ! :;W'F

鉴定结果

第
%

代
:;W'F

行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表面分

子标志的结果显示)细胞表面表达
'a!S

!

SS6P!_

$&

'a&&

!

S&67&_

$不表达
'a7&

!

%677_

$&

'a%&

!

Q6%&_

$(

表明分离培养获得的细胞符合
;W'F

基本特征(

&% & :;<!

和
8=>?7@A

基因片段
<'\

产物电泳鉴定

通过
<'\

技术从
Ga9D

文库中扩增出
:;<!

和
8=>?7@A

基因&电泳结果可清晰显示出
:;<!

和

8=>?7@A

的碱基片段分别为
77S7Z<

和
A$@Z1

&与人

'aW

结构域相同!图
7

$(

&% ' :;<!

和
8=>?7@A

基因片段及
1DIK;';8K

>?<

酶切产物电泳鉴定

质粒
1DIK;';8K>?<

裂解酶切后的目的基因

8=>?7@A

%

:;<!

基因片段经
7_

琼脂糖凝胶电泳检

测& 从凝胶电泳图中可以观察到各自相应的目的片

段&符合对应的片段范围大小!图
!

$(

&% , 1DIK;';8K:;<!K2!DK8=>?7@A

菌落
<'\

鉴定与测序

培养箱内取出
T:

培养基并用接种环轻轻提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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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腺病毒穿梭质粒载体经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菌落
:';

!

76<+=>.

"

!6'50*> %

"

%6'50*>?

#

"#$%! @A>*0B).3C C(3//5> 15+C4)A B>D/0. E+C 3C>A /0 )A>*/)FG D050*G :';

HG +I+.0C> I>5 >5>D/.01(0.>C)C

!

#6<+=>.

"

!6'50*> %

"

%6'50*>?

$

图
& @AJK<:!J8LMN#OP

腺病毒转染细胞后可成功表达外源性目的基因及蛋白
&'

!

&(% Q>C/>.* K50//)*I

检测
K<:!

%

8LMN#OP

蛋白过表达

&)% ;>+5J/)4> :';

检测
K<:!

%

8LMN#OP

过表达水平& 柱状图显示目的蛋白及基因平均值相对内参
M@:RS

表达量!

!

!TU6UP

$

"#$%& @AJK<:!J8LMN7OP D+* C3DD>CCF355G >V1.>CC >V0I>*03C I>*> +*A 1.0/>)* &'

!

&(% Q>C/>.* H50//)*I E+C 3C>A /0 A>/>D/ /(> 1.0/>)* 0B>.>V1.>CW

C)0* 0F K<:! +*A 8LMN7OP &)% ;>+5J/)4> :'; E+C 3C>A /0 A>/>D/ /(> 0B>.>V1.>CC)0* 0F K<:! +*A 8LMN7OP6 2(> ()C/0I.+4 C(0E>A /(+/ /(> +B>.+I>

B+53> 0F )*/>.>C/)*I 1.0/>)* +*A I>*> .>5+/)B> /0 /(> 50+A)*I D0*/.05 M@:RS

!

!

!TU6UP

$

表
*

两组腺病毒目的蛋白和目的基因间比较

+'(,- ./01'2#3/4 /5 '674/8#293 #4:7273:#4$ 12/:7#4 '46

$747 (7:;774 :;/ $2/913

组别
复孔

数

蛋白水平 基因水平

K<:! 8LMN7OP 8LMN7OP

@AJMN: % U6!?XU6UP U6POXU6UP U6%$XU6UO U6&7XU67U

@AJK<:!J

8LMN7OP

% U6POXU6U$ U6Y&XU677 U6POXU6U? U6OUXU6U&

"

值
JP67%% J7U6U!7 J%6Y%& J!6Y&Y

!

值
TU6UP TU6UP TU6UP TU6UP

K<:!

!"

!# !$

单克隆菌落' 进行菌落
:';

鉴定' 结果表明克隆
%

和克隆
?

!

'50*>%

和
'50*>?

$

:';

阳性'表明成功构

建了腺病毒穿梭质粒载体!图
%

$& 测序结果表明

8LMN7OP

%

K<:!

基因已成功插入载体质粒
1@AJ

<'<8JMN:

& 送至测序结果显示与基因库数据库中

人
8LMN7OP

和
K<:!

基因
4;9@

完全一致&

-% < @AJK<:!J8LMN7OP

过表达蛋白水平和基因

水平验证

@AJK<:!J8LMN7OP

转染
S>5+

细胞
$! (

后提

取细胞蛋白'

Q>C/>.* K50//)*I

验证目的蛋白表达水

平' 检测结果观察到在
!&ZR

和
7%ZR

附近出现目

的条带' 其蛋白分子量与
K<:!

和
8LMN7OP

吻合'

且与阴性对照组相比蛋白表达显著增加 !见表
!

$'

表明重组腺病毒转染细胞后成功表达目的蛋白 !图

&+

'

&H

$& 于此同时'两组间
K<:!

和
8LMN7OP

基因

表达也具有明显差异!图
&D

$&

-% = @AJK<:!J8LMN7OP

的滴度测定

对
:7

腺病毒进行反复扩增和纯化'获得高滴度

复制缺陷型重组腺病毒
@AJK<:!J8LMN7OP

' 根据

滴度公式进行测定
2[7\7"

7"

:N] ^ 45

'该浓度完全可

以用于后续细胞和动物实验&

-% > @AJK<:!J8LMN7OP

转染
K<J<_'C

的转染率

测定

放置在倒置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绿色荧光蛋白在

不同视野下的表达' 计算转染效率' 获取最佳
<-`

值&结果表明(腺病毒载体转染兔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Y (

'

<-`

从
$"

到
7!"

时表达绿色荧光蛋白的细胞

数量逐渐增加'当
<-`[7!"

时细胞开始变圆%脱落%

死亡"当
<-`[7""

时'转染效率可达
?"a

以上)图
P

$&

!

讨论

本实验选用
@A<+V

腺病毒包装系统'原理是基

于通过腺病毒穿梭质粒!携带外源基因片段$和包装

质粒!腺病毒基因组框架$共转染
SLZ!?%

细胞'并

细胞内利用其
'.> ^ b0V:

剪接系统作用进行重组 *

Y

+

&

在两种质粒共转染前' 科研人员不需要将质粒线性

化' 直接细胞内重组产生重组腺病毒' 其与
@A>+CG

系统相比' 合成病毒的成功率更高& 本实验使用的

@A<+V

系统' 由于骨架质粒上
L%

区域编码产物的

缺失导致宿主免疫无应答'减少宿主排斥反应'且利

用
2!@

自我加工能力蛋白酶'翻译表达出互不影响

的两种目的蛋白&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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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8@AB7CD

转染
=>>E'F

后形态观察及转染效率测定
!"#

腺病

毒转染细胞
&G (

后细胞形态大体观察

!$#

腺病毒转染细胞
&G (

后镜下观察并

计算绿色荧光蛋白蛋白表达!

>-HI7J"

时

的转染效率"与图
D+

为相同视野#

%&'#! >0.1(050K)L+5 0MFN.O+/)0* +*;

/.+*FPNL/)0* NPP)L)N*LQ ;N/N.4)*+/)0* 0P :;<

=>?! <8@AB7CD /.+*FPNL/N; =>>E'F

!"# 2(N LN55 40.1(050KQ R+F 0MFN.ON; +P/N.

+;N*0O).3F /.+*FPNL/)0* &G (03.F !$# 2(N

NS1.NFF)0* 0P AB? R+F 0MFN.ON; +*; L+5L35+/N; 3*;N. /(N 4)L.0FL01N +P/N. +;N*0O).3F /.+*FPNL/)0* &G (03.F

!

>-HI7JJ

"

/(N F+4N P)N5; 0P O)NR +F B)K6 D+

$

!"

!#

组织工程骨的出现为骨缺损的治疗提供了一种

良好的方法" 但在植入后加速骨缺损的修复速度取

决于缺损处是否长期存在微血管生长因子和成骨诱

导因子" 以及后期通过在缺损处有效血管化和成骨

细胞的增殖%矿化骨修复缺损"两者缺一不可& 众所

周知"多向分化潜能干细胞%良好生物相容性支架材

料及调节成骨细胞分化的生长因子是构建组织工程

骨的
%

个基本要素'

T<7J

(

&

8@AB7CD

可从骨髓中募集

血管内皮细胞" 上调其他血管生成因子促进血管生

成和新血管的形成过程& 若缺乏将使血管向正常组

织输送氧气和营养的能力将受到严重干扰" 从而抑

制了正常组织的愈合和再生能力&

=>?!

属于
2AB<

!

超家族"具有诱导间充质细胞分化为成骨细胞"从

而在形成新骨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

77

(

&

'+U).<

-VU+*

等 '

7!

(报道不同组别之间骨修复差异"其中外

源性植入
=>?!

组加速骨生长愈合"而
8@AB7CD

组

微血管形成相对较多"而含有
=>?!

和
8@AB7CD

组

在促进新骨重建方面效果最好&

>0FN.

等 '

7%

(研究显

示"与单独使用
=>?!

相比"骨形态发生蛋白
=>?!

和
8@AB

在不同剂量组合中的联合使用并未增强异

位骨形成数量&

8@AB7CD

使用后一般会在
&

周后上

调
W3*S!

"这可能会延迟骨愈合进程& 合适比例的使

用可获得植入生物支架上更均匀的骨形成分布"而

更高数量的
8@AB7CD

则没有这种作用& 同样
X3+*K

等'

7&

(研究报道与单独使用
=>?!

或
8@AB7CD

相比"

=>?!

和
8@AB7CD

的联合使用已显示出更好的骨

再生和血管生成" 早期即可获得骨缺损处的大量成

骨细胞分化及微血管化&同时"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是

近年来骨组织工程领域替代损伤或病变骨细胞的重

要外源性细胞来源"因为它具有取材较为便捷%良好

增殖能力%多向分化潜能%低免疫源性等优点& 在临

床研究中已证明"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可有效治疗骨

不连骨折和骨缺损"并增强牵引条件下成骨作用'

7D

(

&

然而对于老年患者或血液肿瘤患者" 自身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来源有限"干细胞活性降低& 研究证实"来

自老年骨质疏松患者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成骨分

化能力降低"这可能导致延迟愈合或骨不连"必须依

靠外源性输入骨缺损部位'

7C

(

&

因此"构建协同释放
8@AB7CD

和
=>?!

生长因

子腺病毒并转染间充质干细胞是骨缺损再生修复方

法的良好治疗选择& 本实验成功构建重组腺病毒

:;<=>?!<8@AB7CD

"转染并共表达双基因蛋白"且

具有良好的病毒浓度和转染效率" 可为将来进一步

观察
=>?!

和
8@AB7CD

双基因腺病毒载体转染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修复骨缺损提供良好的理论和实验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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桡骨远端"2#形钢板结合缝合锚钉治疗

9>>.!H型锁骨远端骨折

王进!王志旭!李自才!蒲彦川!王虎林!苗生龙!毕虎!王冬!徐栋林!徐志斌

$武威市人民医院骨一科%甘肃 武威
$%%"""

&

!摘要" 目的!比较桡骨远端!

2

"形钢板结合缝合锚钉与锁骨远端解剖锁定钢板联合缝合锚钉治疗
9>>.!H

型锁

骨远端骨折的临床疗效# 方法$回顾分析自
!"7&

年
A

月至
!"7I

年
A

月收治
&!

例
9>>.!H

型锁骨远端骨折患者的临

床资料%根据手术方式的不同%分为桡骨远端!

2

"形钢板结合缝合锚钉组&观察组'及锁骨远端解剖锁定钢板联合缝合

锚钉&对照组'#其中观察组
!!

例%男
7%

例%女
J

例(年龄
!!K$?

&

&LM$IN7&O&&

'岁(左侧
7!

例%右侧
7"

例(车祸伤
I

例%

摔倒
7&

例# 对照组
!"

例中%男
7!

例%女
I

例(年龄
!&PAA

&

&&O#$N#LOLI

'岁(左侧
#%

例%右侧
$

例(车祸伤
A

例%摔倒

#&

例# 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骨折愈合时间%并采用
'0*;/+*/QR3.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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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愈合%末次随访时两组病例骨折端均骨

性愈合#两组患者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骨折愈合时间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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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锁骨远端骨折均可获得满意的疗效%尤其

适用于锁骨远端粉碎性骨折或骨质疏松患者(应用桡骨远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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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钢板结合缝合锚钉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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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锁骨远端骨折临

床效果满意%给临床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行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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