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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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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嵌插型股骨颈骨折早期被归类为
:*->D)!

型稳定性骨折% 后期研究此型骨折的
&1

扫描及
S

线资料% 发现其实为股骨颈完全骨折并存在较大的

股骨头空间移位&

9T!

'

%从而改变了通常认为的股骨颈

闭合复位技术治疗外展嵌插型股骨颈骨折

朱求亮 9

!颜茂华 9

!许斌 9

!马骏 9

!宋涛 !

"

95

安吉县人民医院骨科%浙江 湖州
$9$$""

(

!5

安吉县第二人民医院骨科%浙江 湖州
$9$$"O

$

!摘要" 目的!探讨
&

形臂
S

线监测下闭合复位技术
$

枚螺钉固定外展嵌插型股骨颈骨折的可行性" 方法!回顾

性分析
!"9#

年
9

月至
!"9U

年
9!

月接受手术的
9V

例外展嵌插型股骨颈骨折患者# 男
9"

例$ 女
V

例$ 年龄
!9W%U

%

#!5"UXV5$"

&岁' 根据术前的
S

线和
&1

资料$明确股骨头后倾及外展移位角度$

!

枚直径
! 33

克氏针交叉从股骨头

外侧和前方轻敲入髋臼顶盖骨质内$将近骨折段固定在髋臼上$在
&

形臂
S

线监测下逆骨折移位方向$逐渐内旋内收

下肢(远骨折段&$使远骨折端对合近骨折端完成解剖复位后
$

枚空心螺钉内固定' 评价
:*->D)

指数$观察术后并发

症$进行
K*--(G

功能评分' 结果!

9V

例外展嵌插型股骨颈骨折均顺利完成闭合复位内固定$手术时间
$OWOY

(

#$5YVX

V5O$

&

3()

$术中出血
9%W%"

(

!Y5$OX%5U$

&

37

'术中
:*->D)

指数评价骨折复位质量$解剖复位
9!

例$可接受复位
%

例$无

复位不成功改开放复位病例'

9V

例获得随访$时间
$W#9

(

!V5%XY5#

&个月' 无股骨头坏死)骨折不愈合)髋关节撞击征)

股骨颈缩短等并发症出现$

ZF[

检查未发现有股骨头坏死及关节软骨损伤表现"术后
!

年髋关节
K*--(G

评分优
9$

例$

良
#

例" 结论!闭合复位
$

枚螺钉内固定手术技术治疗外展嵌插型股骨颈骨折可获得良好的解剖复位率及治疗效果"

!关键词" 股骨颈骨折* 骨折闭合复位* 骨折固定术$内* 外科手术$微创性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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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嵌插型骨折是无移位的稳定性骨折观念! 目前

认为除高龄患者考虑关节置换外" 外展嵌插型股骨

颈骨折宜手术解剖复位内固定" 可有效减少和避免

保守治疗及原位固定导致的骨折再移位# 残留外展

畸形等$

$9#

%

! 但闭合复位技术是具有挑战性的"存在

着解锁困难等操作难题" 使部分患者不得不切开复

位增加创伤! 回顾性分析了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
&

形臂
<

线机监视下将股骨头固定到髋臼"

逆移位方向闭合复位
$

枚空心钉固定
:=

例外展嵌

插型股骨颈骨折"避免了切开复位增加创伤"现报告

如下!

!

临床资料

本组
:=

例患者"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5";?=5$"

'岁! 左侧
@

例"右侧
;

例! 致伤原因(摔

跌伤
;

例"道路交通伤
A

例"高处坠落伤
!

例! 均为

B*-CD)

$

%

%

!

型骨折!

E*2FD7G

角
H$"I:$

例"

$"I>#"I

#

例! 股骨头同时向后侧#外侧移位
:A

例"

:

例单纯

向外侧移位而无后方移位! 骨折位置头下型
:%

例"

头颈型
!

例! 受伤至手术时间为
$>= C

"平均
# C

!

"

方法

"# !

手术方法

术前通过股骨颈正侧位片及髋部三维
&1

检查

评估了解股骨头移位方向及移位程度! 进入手术室

全麻或连续硬脊膜外麻醉后"牵引床妥善固定患肢"

再次
&

形臂
<

线正侧位透视确认股骨头外展及后

倾角度大小" 牵引下肢试行解锁嵌插骨折端均未成

功"且部分出现股骨颈内侧骨折端分离加重&图
:*

"

:J

'! 将髋关节在轻度牵引下置于极度外展外旋位"

常规消毒铺巾后" 从大转子外侧向股骨头约
:""I

方

向轻轻敲入
:

枚直径
! 33

克氏针" 将骨折近端固

定到髋臼顶骨质上" 再用另
:

枚直径
! 33

从髋关

节前方向后上方经骨折近端将股骨头固定在髋臼后

顶部"确保
!

枚克氏针固定能对抗后续的复位应力"

保持近骨折端固定&图
:K

"

:C

'! 根据透视下股骨头

外展及后倾角度大小"透视监测下"内收#内旋下肢

相同角度达到骨折端解锁及复位&图
:D

"

:L

'!复位满

意后" 辅助导向器向股骨颈内倒三角植入
$

枚平行

导针"远端
:

枚导针尽可能靠近股骨颈下方皮质"针

尖到达股骨头软骨下骨&图
:M

"

:'

'! 再次
<

线股骨

颈正侧位透视确定导针位置满意" 用克氏钳手动拔

除
!

枚骨折近端&股骨头'固定克氏针"在
$

枚内固

定导针尾部做皮肤切口" 空心钻转子外侧壁骨皮质

开口后"经皮旋入
$

枚合适长度的直径
=5$ 33

空心

螺钉&图
:(

"

:N

'! 典型病例手术过程如图
:

所示!

"# "

围手术期处理

术前术后各用一次抗生素! 回病房后患肢取自

然舒适位置摆放" 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于术后

:! '

开始应用抗凝药物&低分子量肝素'及踝泵! 术

后
!# '

即可活动髋关节并开始股四头肌等长收缩#

踝关节背伸功能锻炼" 术后
:O$

周开始扶双拐下床

患肢不负重活动! 每月复查
<

线片"

$

个月后根据
<

线片上骨折线模糊程度开始扶单拐逐渐进行患肢部

分负重活动"直至恢复完全负重!部分病例在
!

年左

右拆除内固定!

$

结果

:=

例外展嵌插型股骨颈骨折患者均顺利完成

手术"手术时间
$A>A@

&

#$5@=P=5A$

'

3()

"术中出血

:%>%"

&

!@5$AP%5;$

'

37

"切口
!

期愈合! 采用
B*-CD)

指数 $

%

%评价骨折复位质量(解剖复位即骨小梁恢复

连续性"在正位
<

线片上股骨头颈内侧压力骨小梁

与股骨干内侧缘呈
:A"I

交角" 侧位片上股骨颈骨小

梁与股骨头颈在同一轴线上&交角
:@"I

')可接受复

位"即
B*-CD)

指数正位在
:A"I>:A%I

"侧位在
:@"I>

:@%I

)复位不满意"即正侧位
<

线片上
B*-CD)

指数

在以上数值之外! 本组术中
B*-CD)

指数评价骨折复

位质量"解剖复位
:!

例"可接受复位
%

例"无复位不

成功改开放复位病例! 无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

例获得随访"时间
$>#:

&

!=5%P@5#

'个月!术后

:

年复查骨盆正位
<

线片"测量股骨颈长度"与健侧

对比判断是否存在股骨颈短缩" 有
#

例出现股骨颈

短缩
H% 33

"伴随相应长度的退钉现象"无骨折再移

位"无螺钉折断及骨不愈合发生!无髋关节撞击征出

现"

QRS

未发现有股骨头坏死及关节软骨损伤表现!

采用
T*--(G

$

A

%评分评价髋关节功能"包括疼痛#功能#

畸形#活动范围"满分
:""

分)总分
!;"

分为优"

@">

@;

分为良"

=">=;

分为可"

H="

分为差! 术后
!

年髋

关节
T*--(G

评分"疼痛&

#$5!;P:5%$

'分"功能&

#$5"AP

$5;=

'分"畸形
#

分"活动范围&

$5@@P:5!;

'分"总分

&

;A5#:P#5$!

'分)优
:$

例"良
#

例!

%

讨论

%# !

外展嵌插型股骨颈骨折治疗难点

外展嵌插型股骨颈骨折属于相对稳定的移位型

骨折" 存在骨折端嵌插时的相对稳定和复位解锁过

程中产生的绝对不稳定"致使治疗上选择保守治疗#

原位固定或闭合复位内固定仍存在争议! 骨折保守

治疗有较高骨折再移位发生率 $

:

%

"原位内固定导致

的股骨颈短缩# 髋关节盂唇撞击等并发症降低了临

床疗效$

=9@

%

! 对此型骨折的治疗除高龄患者首先考虑

关节置换外" 闭合解剖复位解剖固定因可以明显降

低股骨头坏死和骨不愈合的发生 $

;

%

"已成为主要治

疗方式!

股骨颈骨折后近骨折段由股骨头圆韧带连接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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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患者!男!

!9

岁!外展嵌插型股骨颈骨折
!"

!

!#$

术前正侧位
:

线透视显示骨折牵引后出现前内侧分离!后外侧嵌插加剧
!%

!

!&$

正侧

位
:

线透视显示直径
! 33

克氏针
!

枚将股骨头固定于髋臼骨质
!'

!

!($

轻柔内旋内收下肢完成复位!

:

线透视可见
9

枚克氏针在复位应力

下被折弯"箭头#

!)

!

!*$

导向器辅助下植入
$

枚内固定导针的正侧位透视
!+

!

!,$

术后
:

线透视显示拧入
$

枚直径
;5$ 33

内固定螺钉呈倒

三角平行分布
!-

!

!.$

术后半年
&1

显示骨折愈合

/+)$! 4 !9 <=*- /7> 3*7= 0*.(=). ?2@@=-=> @-/3 *A>2B.(/) ()?=-.(/) @=3/-*7 )=BC @-*B.2-= !"

!

!#$ D-=/0=-*.(E= 4D *)> 7*.=-*7 : -*< @72/-/?B/0< ?'/F=>

*).=-/7*.=-*7 ?=0*-*.(/) *)> 0/?.=-/7*.=-*7 (30*B.(/) *@.=- @-*B.2-= .-*B.(/) !%

!

!&$ 4D *)> 7*.=-*7 : -*< @72/-/?B/0< ?'/F=> .'*. .F/ G(-?B')=- F(-=? F(.'

* >(*3=.=- /@ ! 33 @(H=> .'= @=3/-*7 '=*> ./ .'= *B=.*A27*- A/)= !'

!

!($ I=).7< -/.*.= *)> -=.-*B. .'= 7/F=- 7(3A? ./ B/307=.= .'= -=>2B.(/)5 : -*< @72/J

-/?B/0< ?'/F=> .'*. /)= G(-?B')=- F(-= F*? A=). 2)>=- .'= -=>2B.(/) ?.-=??

"

*--/F

$

!)

!

!*$ 4D *)> 7*.=-*7 @72/-/?B/0< /@ .'-== ().=-)*7 @(H*.(/) K2(>=

0()? (307*).=> F(.' .'= *(> /@ K2(>= >=E(B= !+

!

!,$ D/?./0=-*.(E= : -*< @72/-/?B/0< ?'/F=> .'*. .'-== ().=-)*7 @(H*.(/) ?B-=F? F(.' * >(*3=.=- /@ ;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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髋臼!呈相对游离状态!牵引远骨折段闭合复位技术

是通过紧张关节囊!挤压骨折断端获得复位%外展嵌

插型股骨颈骨折因远骨折端嵌插并压缩近骨折端骨

质形成相对稳定的一个整体! 常规牵引不能使骨折

端解锁! 故常用的闭合复位技术难以获得满意复位

效果%

M/)K

等&

9"

'推荐内旋下肢!在股骨头前后方向加

压复位纠正股骨头后倾畸形%

8/>*

等&

99

'报道了
9

例

经髋臼克氏针固定股骨头后用牵引床闭合复位外展

嵌插股骨颈骨折病例% 辛景义等&

9!

'采用
9N$

枚直径

$5% 33

斯氏针打入股骨头内稳定近骨折端并撬拨

!"

!# !$

%&

%' %(

%)

%*

!+

!,

!-

!.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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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复位!获得了部分复位成功!但均有闭合复位失败被

迫切开复位病例" 以上的闭合复位经历了先骨折端

嵌插解锁!再复位游离的远#近骨折段的过程!复位

程序较为复杂!且粗斯氏针对股骨头骨质的损害!撬

拨时关节囊等软组织的牵扯! 降低了闭合复位的成

功率和临床效果"

!" #

闭合复位内固定技术优势

闭合复位内固定治疗股骨颈骨折的目的是!用

尽可能小的手术创伤恢复股骨头颈解剖对位关系!

避免股骨头颈残留动脉发生扭曲等再损伤! 保护股

骨头血运!促进骨折愈合"本研究设计的逆向骨折移

位方向闭合复位技术! 用
!

枚直径
! 33

克氏针固

定近骨折端!

&

形臂
9

线监测下解锁嵌插的骨折端

同时完成骨折复位! 避免过度解锁使骨折段呈游离

状态!简单的复位程序提高了复位成功率"

:;

例外

展嵌插型股骨颈骨折均用此闭合复位技术达到满意

复位!避免了切开复位"术中固定克氏针贯穿股骨头

和髋臼顶! 会对股骨头及髋臼骨质造成一些附加损

伤!但相对于撬拨复位用
:<$

枚直径
$5% 33

斯氏针

损伤股骨头骨质以及撬拨复位过程对游离骨折断端

破坏!对髋关节内环境的干扰很小!

:;

例患者术后

:

年
=>?

检查未发现股骨头坏死及关节软骨损伤"

!" $

闭合复位内固定技术要点及注意事项

实施闭合复位前对骨折端外展嵌插及后倾角度

要有相对准确评估! 术中在下肢外展外旋位将股骨

头固定到髋臼顶! 为进一步对位骨折端的内收内旋

下肢动作留下充裕空间"同时!注意整个的内旋内收

下肢动作要在
&

形臂
9

线监测下轻柔完成!避免过

度复位形成更难复位的股骨头游离状态" 逆骨折移

位方向闭合复位骨折端承受应力并不大! 交叉固定

克氏针直径
! 33

即可! 分别从股骨头外侧及前方

交叉或成角穿入髋臼内上及后上方骨质! 获得近骨

折端的牢固固定!不建议使用直径
!5% 33

以上的克

氏针或斯氏针! 会增加股骨头骨质及髋关节软骨损

伤!太细克氏针不能对抗复位应力且容易折断"小心

地敲击克氏针的入针方式有利于松动嵌插的骨折

端! 并产生良好的手感有助于克氏针找到合适的髋

臼位置"在完成闭合复位打入内固定导针!拧入螺钉

前宜用克氏钳手动拔出固定用的克氏针! 避免高速

电钻误伤可能折弯的克氏针"最后!在顺导针套入螺

钉时要将螺钉直接推入软组织! 当螺纹接触股骨外

侧壁皮质才开始拧螺钉! 避免软组织卷入螺纹中影

响操作"

综上所述! 本闭合复位内固定外展嵌插型股骨

颈骨折具有手术操作流程简单!成功率高!对髋关节

及骨折端内环境干扰小!易于掌握等优点"术前对骨

折类型及移位方向的准确评估! 术中严格的
&

形臂

9

线监测下轻柔复位动作将有助于提高手术成功率

及临床疗效"本研究回顾的
:;

例病例未发现有股骨

头坏死及骨折不愈合发生! 可能与微创解剖复位固

定降低了其发生率! 以及小样本病例和随访时间不

够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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