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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骨骨折是临床上一种常见的骨折 发生率占
全身骨折的 T．20- ．e0 其中锁骨远端骨折的发生
率占锁骨骨折的 le0-３e0BljTin Ｎppｒ教授在 gF2i年

关节镜下应用锁扣钢板治疗 Ｎppｒou型
锁骨远端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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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摘要C 目的o探讨关节镜下应用锁扣钢板治疗 Ｎppｒou 型锁骨远端骨折的可行性和临床疗效C 方法o回顾分析
Tegi 年 2 月至 TeTT 年 F 月采用关节镜下应用锁扣钢板治疗 Ｎppｒou 型锁骨远端骨折 g 例的临床资料p 男 F 例y女
2 例r年龄 T - ７iaT． eB７．７ e岁r左肩  例y右肩 gr 例r病程 a-７j ．g2ne．Fig t 术前F术后 l 个月及末次随访采用疼
痛视觉模拟评分jdｉyｕａｌ ａｎａｌｏ(ｕp ａｃａｌpyＶE)gyＣｏｎyｔａｎｔjsｕｒｌpC 肩关节评分量表和 Ｎppｒ 标准评分C 结果o所有患者顺利
完成关节镜下应用锁扣钢板治疗 Ｎppｒ ou 型锁骨远端骨折y手术时间为 r．３.l．eje．  ne．Tag ｈC 所有患者术后,期愈
合C 术后随访时间 2-l jF．TnT．ig个月C 术前 ＶE)j７．T３ne．2７g分yＣｏｎyｔａｎｔjsｕｒｌpC 肩关节评分jlF． ７ne．Flg分yＮppｒ 标
准评分jll．T７nl．lTg分r术后 l 个月 ＶE) jl． 2ne．ilg分yＣｏｎyｔａｎｔjsｕｒｌpC 肩关节评分j T．2Tnl． ag分yＮppｒ 标准评分
j2l．FinT．FFg分 r末次随访 ＶE)je．aTne． ag分 yＣｏｎyｔａｎｔjsｕｒｌpC 肩关节评分 jFl．Tanl．F７g分 yＮppｒ 标准评分 jF３．Tan
３．３ig分yＶE)FＣｏｎyｔａｎｔjsｕｒｌpC 肩关节评分FＮppｒ 标准评分术后 l 个月与术前比较y差异有统计学意义j Le．e gy末次
随访与术后 l 个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j Le．e gC 结论o采用关节镜下锁扣钢板治疗 Ｎppｒou 型锁骨远端骨折可
恢复肩关节功能y疗效确定y具有可行性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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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锁骨远端的分型C后在  yrN 年将i型锁骨远
端骨折细分为iu型和i(型c0)m 2 Ｎ--ei(型骨折的
定义为骨折线位于斜方韧带和锥状韧带之间C 引起
锥状韧带断裂而斜方韧带完整的一种骨折2 该型骨
折通常骨折端移位明显C 有报道保守治疗骨折不愈
合率高达 00Bci 2 因此CＮ--ei( 型骨折通常需要手
术治疗2 传统的钩钢板和锁定钢板治疗锁骨远端骨
折存在术后肩关节疼痛j撞击综合征等并发症cF 2 本
文回顾性研究 NEdr 年 F 月至 NENN 年 y 月收治的
di 例 Ｎ--ei(型锁骨远端骨折患者C 采取关节镜下
锁扣钢板的治疗方式C报告如下2
e 资料与方法

eC e 病例选择

纳入标准o 经锁骨正位 l 线片诊断为 Ｎ--ei(
型锁骨远端骨折e 采用关节镜下锁扣钢板的手术方
式2排除标准o采用钩钢板和锁定钢板治疗锁骨远端
骨折e合并有其他肩关节疾病e病历资料不齐全者2
本 研 究 经 医 院 伦 理 委 员 会 同 意 t伦 理 批 号 o
NENNC, mEL2
eC t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 NE r 年 F 月至 NENN 年 y 月收治的
 i 例 Ｎ--ei( 型锁骨远端骨折C男 y 例C女 F 例e年
龄 NiAi2tmN．iEv2．2iL岁e左肩 i 例C右肩  E 例2 患
者均主诉肩关节疼痛肿胀伴活动障碍C 均存在明显
外伤史2  0 例为急诊就诊CN 例为伤后 Nr 1 之内就
诊2  i例均择期手术治疗C病程 mA2ti． F;E．yrL ｄ2
查体o肩关节肿胀C局部压痛明显C可触及骨擦音骨
擦感C 健手托于患肢肘关节背侧同时肘关节呈屈曲
yE°的被动体位C肩关节活动度因疼痛无法配合2 术
前常规行肩关节正位 l线片检查2 测量喙突到锁骨
距离C测量肩锁关节到骨折远端距离2
eC ３ 手术方法

全身麻醉后C患者取侧卧位C体表标记喙突j锁
骨远端和肩锁关节C 标记关节镜入路2 常规消毒铺
巾C先建立后方入路C然后依次建立前方和前外侧入
路2将镜头置入肩峰下C沿着喙肩弓向下清理滑膜显
露喙突基底部下缘2 在锁骨远端距离肩锁关节 0A
m ｃpj锁骨中点后方处做约 N ｃp 切口2 分离皮下软
组织C暴露锁骨远端2通过专用定位器从锁骨向喙突
作骨隧道C突破 m 层骨皮质C于喙突下缘穿出C注意
保护喙突周围神经血管2 利用牵引线将锁扣钢板拉
入隧道置于喙突下方C 在锁骨上方再置入 d 块锁扣
钢板C 最后通过拉锯式收紧牵引线将骨折端复位固
定2 术中 4形臂 l线机透视确认骨折端复位固定良
好C锁扣钢板位置满意可靠后缝合切口2

术后 Nm 1 之内冰敷 C常规三角巾悬吊患肢

m周2 术后第 N天开始即进行前臂旋转j肘关节屈伸
功能锻炼2 术后 d 周即进行肩关节前屈j后伸运动C
术后 N周进行被动肩外展j旋转活动C术后 m 周进行
上肢抬举功能锻炼C 术后 F 周非负重状态下逐渐恢
复肩关节全范围活动2 定期复查 l 线C根据骨折愈
合情况逐步负重2
eC ４ 观察项目与方法

术前j 术后 d 个月和末次随访对患者进行定期
随访观察C评估疼痛以及肩关节功能C拍摄肩关节正
位 l 线片2 tdL疼痛视觉模拟评分tｖ\ｓjug utugsｇj-
uｃug-CＶＡ,Lc2 将疼痛程度用 E～dE 共 dd 个数字表
示CE表示无痛CdE 表示难以忍受的剧痛C 受试者根
据自身疼痛程度在这 dd 个数字中挑选 d 个数字代
表疼痛程度并记录2 tNL术后肩关节功能恢复情况判
定采用 4stｓnutn)Ｍjeg-ｙ 肩关节评分量表 cr C内容主
要包括手上抬能够达到的最大度数j 上肢外展的最
大肌力 tNi 分 LC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tNE 分 LC疼痛
tdi 分LC上肢前举的最大度数tdE 分LC上肢外展的
最大度数tdE 分LC上肢内旋的最大程度tdE 分L以及
上肢外旋的最大程度tdE分L2 分数越高表示肩关节
功能越好 2 t0L采用 Ｎ--e 标准评分 cy C包括疼痛
t0i 分Lj功能t0E 分Lj活动限制tNi 分Lj骨折复位
tdE分L2
eC 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Ｐ,, dy．E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2定量资料
先进行正态分布检验C 对于符合正态分布的定量资
料采用均数;标准差tx軃±ｓL表示e对于定性数据C采用
频数表示2 术前j 术后 d 个月和末次随访的 ＶＡ,j
4stｓnutn)Ｍjeg-ｙ 评分以及 Ｎ--e 标准评分比较采用
配对样本 ｔ检验2 以 Ｐ＜E．Ei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
t 结果

所有患者手术时间 E．0Ad．EtE．ii;E．NmL 1C切口
均Ⅰ期愈合C无一例发生感染和血肿等并发症2所有
患者获得随访C时间 FAdity．N;N．rL个月2 患者术前j
术后 d 个月j末次随访 ＶＡ,j4stｓnut)Ｍjeg-ｙ 评分结
果见表 dC 术后 d 个月及末次随访评分均较术前改
善tＰ＜E．EiL2 患者术前j术后 d 个月j末次随访 Ｎ--e
评分结果见表 NC 术后 d 个月及末次随访评分均较
术前改善tＰ＜E．EiL2 d例术后第 m周切口仍有红肿C
但渗出不多C经加强换药后C症状消退2 d 例 F 周时
仍诉切口处疼痛C 经口服镇痛药物后C 在第 r 周缓
解2 典型病例影像图片见图 d2
３ 讨论
３C e Ｎ--e i(型锁骨远端骨折治疗难点分析

tdLＮ--e i( 型锁骨远端骨折为不稳定型骨折C
通常为间接暴力传导至肩部引起的骨折C 骨折易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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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 患者C男C３o 岁C锁骨远端 Ｎppｒyi 型骨折 Cgh 术前 t 线片示锁骨远端 Ｎppｒyi 型骨折 C(h 术中关节镜下袢钢板开口定位 Cch 术中关
节镜下开口后带线 C)h 术中关节镜下袢钢板确认位置后固定 C h 术后 2 个月 t 线片示袢钢板结合关节镜 C0h 术后 2T 个月 t 线片示袢钢
板结合关节镜

-2BhC j ３o npａｒ ｏｌg ｍａｌp ｐａｔｉpｎｔ  ｉｔｈ Ｎppｒyi Fｒａｃｔｕｒp ｏF gｉuｔａｌ ｃｌａdｉｃｌp Cgh Eｒpｏｐpｒａｔｉdp t ｒａn uｈｏ pg ａ Ｎppｒyi Fｒａｃｔｕｒp ｏF ｔｈp gｉuｔａｌ ｃｌａdｉｃｌp
C(h cｎｔｒａｏｐpｒａｔｉdp ｌｏｃａｌｉsａｔｉｏｎ ｏF ｔｈp ｏｐpｎｉｎC ｏF ｔｈp ａｎuａ ｐｌａｔp ｕｎgpｒ ａｒｔｈｒｏuｃｏｐn Cch .pｌｔ ｌｉｎp ipｈｉｎg ｔｈp ｌｏ pｒ ｏｐpｎｉｎC ｏF ｔｈp ａｒｔｈｒｏuｃｏｐn ｉｎｔｒａｏｐpｒａ,
ｔｉdp C)h LｉA ｔｈp ｌｏ pｒ ｌｏｏｐ uｔppｌ ｐｌａｔp ｏF ｔｈp ａｒｔｈｒｏuｃｏｐn ａFｔpｒ ｃｏｎFｉｒｍｉｎC ｔｈp ｐｏuｉｔｉｏｎ ｉｎｔｒａｏｐpｒａｔｉdp C h Ｏｎp ｍｏｎｔｈ ｐｏuｔｏｐpｒａｔｉdpCt ｒａn uｈｏ pg ｔｈａｔ ｔｈp
ａｎuａ ｐｌａｔp  ａu ｃｏｍiｉｎpg  ｉｔｈ ａｒｔｈｒｏuｃｏｐn C0h jｔ lT ｍｏｎｔｈu ｐｏuｔｏｐpｒａｔｉdp t ｒａn uｈｏ pg ａｎuａ ｐｌａｔp ｃｏｍiｉｎpg  ｉｔｈ ａｒｔｈｒｏuｃｏｐn

时间 疼痛 功能 活动限制 骨折复位 总分

术前 a．lTBe．G３ ３．oaBe．IT T．３７Be．３G 2．TaBe．T３ 22．T７B2．2T

术后 2 个月 Te．oNB2．３o 2７．T2B2．e３ 2a．I2B2．oT N．３７Be．NI G2．NIBT．NN

末次随访 ３３．７GB2．７N T７．T３B2．oT TT．o３B2．I７ N．７TB2．eT N３．TaB３．３I

ｔ 值＊
术前 ｖｓ 术后 2 个月 －３N．３I －３r．７o －Ta．TN －TG．７７ －oG．３T

ｔ 值＊
术后 2 个月 ｖｓ 末次随访 －ao．No －a2．aI －３2．GI －TI．a３ －I７．o2

表 C 锁骨远端 Ｎ  ｒⅡ( 型骨折患者 C５ 例手术前后 ＶＡＳ 和 Ｃｏｎｓｔgｎｔ－Ｍｕｒｌ ｙ 评分比较（x軃±ｓ）
Ｔg(hC Ｃｏｍｐgｒ2ｓｏｎ ｏ0 ＶＡＳ gｎ) Ｃｏｎｓｔgｎｔ－Ｍｕｒｌ ｙ ｓcｏｒ ( 0ｏｒ gｎ) g0ｔ ｒ ｏｐ ｒgｔ2ｏｎ 2ｎ C５ ｐgｔ2 ｎｔｓ ｗ2ｔｈ Ｎ  ｒⅡ( 0ｒgcｔｕｒ ｏ0

)2ｓｔgｌ cｌgｖ2cｌ （x軃±ｓ）

注：＊Ｐ＜r．ro

表 ２ 锁骨远端 Ｎ  ｒⅡ( 型骨折患者 C５ 例手术前后 Ｎ  ｒ 标准评分比较（x軃±ｓ）
Ｔg(h２ Ｃｏｍｐgｒ2ｓｏｎ ｏ0 Ｎ  ｒ ｓｔgｎ)gｒ) ｓcｏｒ ( 0ｏｒ gｎ) g0ｔ ｒ ｏｐ ｒgｔ2ｏｎ 2ｎ C５ ｐgｔ2 ｎｔｓ ｗ2ｔｈ Ｎ  ｒⅡ( 0ｒgcｔｕｒ ｏ0 )2ｓｔgｌ cｌgｖ2cｌ 

（x軃±ｓ）

注：＊Ｐ＜r．ro

时间 ＶjＳ
Ｃｏｎuｔａｎｔ－Ｍｕｒｌpn 评分

外展肌力 日常生活 疼痛 前举 外展 内旋 外旋 总分

术前 ７．T３Be．G７ a．a2Be．II T．oGBe．N７ ３．７GBe．IG T．I７Be．７a 2．oIBe．Io T．N３Be．oe 2．aGBe．７T 2N．o７Be．N2

术后 2 个月 2．oGBe．I2 2T．a３B2．Go N．2IBe．７2 ７．ITBe．NI G．oGB2．T2 o．７NBe．N３ G．22B2．oa a．７３Be．７７ oT．GTB2．oa

末次随访 e．aTBe．oa T３．aoB2．NG 2I．ToBT．e３ 2３．IGB2．G３ N．３aBe．IN N．３IBe．７N I．a３Be．７a I．o３Be．N2 N2．TaB2．N７

ｔ 值＊
术前 ｖｓ 术后 2 个月 TI．eGo －2e．Na３ －2T．a７T －N．TIa －G．o2３ －I．NGI －I．2a３ －o．IoT －ao．７３

ｔ 值＊
术后 2 个月 ｖｓ 末次随访 aa．N７a －３７．oT３ －３T．o2T －T７．ao2 －2３．GII －To．a７o －2T．７NI －T３．GGT －７３．TN

单位：分

单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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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C保守治疗常易发生骨折不愈合C降低临床治疗效
果o pTy锁骨远端参与构成肩锁关节C肩锁关节为肩
关节 i个组成关节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C 同时肩
锁关节为平面关节C可以做各个方向的微动运动C对
于肩关节的活动起到重要作用g 这对于锁骨远端骨
折的复位要求提出了高要求o h３y锁骨远端是重要韧
带的附着点C 肩锁韧带和喙锁韧带同时附着于锁骨
远端C其中喙锁韧带又分为锥状韧带和斜方韧带C对
于整个肩关节的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C 同时
这些韧带又是肩关节镜下的重要解剖标志C 是肩关
节镜术者的指路明灯g对于韧带的修复C是手术的重
中之重同时也是锁骨远端骨折治疗的难点g
t( c 锁扣钢板治疗锁骨远端 Ｎ))ｒ 2 型骨折的固
定原理0优势分析和局限性

锁扣钢板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固定方式C正
在逐步拓展其应用范围o Ｎ))ｒ 2 型锁骨远端骨折
的手术中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重建锥状韧带C 而锁
扣钢板可以近似重建锥状韧带o 此外生物力学研究
表明锁扣钢板的强度和刚度超过正常锥状韧带的

ae0C所以应用锁扣钢板完全可以达到足够的强度C
满足患者早期康复锻炼的要求o 锁扣钢板上下垂直
方向的加压可以复位固定骨折端C 拉锯式的加压可
以达到一个稳定的压力C 在复位骨折端的同时限制
骨折端的移位o

在 Ｎ))ｒ 2型锁骨远端骨折治疗中锁扣钢板的
优势有以下几点-hly 锁扣钢板的手术操作简单便
捷C易上手C学习曲线短g hTy和传统的钩钢板相比C
锁扣钢板不影响肩峰下C故不存在肩峰撞击0肩峰下
滑囊炎等并发症C有效提高了患者术后的满意度g吴
邦耀等2le 在研究中也证明了锁扣钢板治疗的患者术

后满意度比传统方式治疗的患者术后满意度高g
p３y锁扣钢板可以有效重建喙锁韧带C即重建锥状韧
带和斜方韧带C从而重建肩关节的稳定性g有研究也
表明锁扣钢板对于重建喙锁韧带具有确定的作

用2ll g pay锁扣钢板因其小巧的特点C不需要进行二
次手术拆除C增加了患者术后的满意度g p y锁扣钢
板手术的切口较传统切口明显减小B 同时相较于传
统钢板可在体表看见明显的钢板凸起C 其在体表几
乎没有凸起C大幅提升了术后的美观程度g年轻女性
患者更倾向于该治疗方式g

当然锁扣钢板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ply因锁扣
钢板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支撑面C 故对于锁骨远端异
常粉碎的骨折类型存在固定不牢固的风险g pTy防止
锁扣钢板前需在锁骨和喙突中打通骨隧道C 可能会
导致骨折g p３y喙突附近有重要的神经血管走行C如
骨隧道方向又偏倚C存在损伤神经血管的风险g

t( t 关节镜技术在 Ｎ))ｒ 2 型锁骨远端骨折治疗
中的可行性和优势分析

随着运动医学和关节镜技术的发展C 关节镜技
术的适应证已经越来越多g 有较多学者报道了采用
关节镜技术治疗肩锁关节脱位C获得了良好的疗
效2lTjn３ g 而在锁骨远端骨折方面的研究仍较为缺乏g
关节镜下肩锁关节脱位的治疗为锁骨远端骨折的治

疗提供了技术上和解剖上的可行性g 传统的肩峰下
入路可满足本治疗的要求C 而且手术范围内无重要
的神经血管C解剖层次结构清晰g关节镜在治疗 Ｎ))ｒ
 2 型锁骨远端骨折的优势有如下几点-pny在关节
镜下能够直视患部C 对于锁扣钢板的放置部位可以
准确定位g pTy引起锁骨远端骨折的暴力往往较强C
易同时伴有肩关节其他组织的损伤C如肩袖损伤等C
在关节镜下可以一并处理C避免了后期的二次手术g
p３y 肩关节镜下可以清楚而全面地检查患者的整个
肩关节C对于合并有肩关节陈旧性病变的患者C可以
在镜下同时处理g pay 肩关节镜技术是一种微创技
术C结合锁扣钢板C充分运用了微创技术C带给患者
一种全新的微创体验g

然而C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g本研究中纳入
的病例数较少C需要后期更大样本的研究B此外本研
究为回顾性研究C 后续需设计前瞻性研究来进一步
明确治疗效果B最后在本研究中未设计对照实验C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结果的可靠性g

综上所述CＮ))ｒ 2 型锁骨远端骨折因其暴力
大C骨折易粉碎C保守治疗易导致骨不连C而被临床
工作重视g 本研究通过关节镜下应用锁扣钢板治疗
Ｎ))ｒ 2 型锁骨远端骨折C疗效满意C为临床工作提
供了一种思路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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