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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三角针治疗尺骨鹰嘴骨折的生物力学研究

甘肃兰州解放军第一医院 ! ∃# % %# %&

杜东鹏 于进祥 李益中
‘

摘要 克氏针制成平面 三角针治疗尺骨鹰嘴骨折 ∋ 例取得良好效果
。

为了与其它常

用 方法进行比较
,

选用相 同材料制成 () 个鹰嘴骨折模型
,

分别用平面三角针
、

张力带
、

螺

丝钉
、 “ ∋ ”

字钢丝固定
,

经生物力学试验表明
∗

平面三角针抗张力及抗剪力最强
,

符合生物

力学优势
,

应是首选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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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嘴骨折较常见
,

主要 由直接与间接暴力

所致
。

鹰嘴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
,

骨折后要求精

确的复位以防止关节不稳及预防骨性关节炎及

其他合并症
。

我科自 。年用平面三角针治疗

鹰嘴骨折 ∋ 例
,

随访 +, − 年效果 良好
,

无合并

症
。

本文从生物力学角度比较四种固定方法的

抗张力及抗剪力大小
,

分析生物力学特性
,

作出

客观评价
,

材料与方法

为了便于测定
,

我们选用相 同的木材制成

() 个尺骨鹰嘴模型
,

木材的弹性模量与骨质的

弹性模量相似为 − % % ./ 0 1 仁‘』
,

且制备方便
。

用

钢锯锯下骨折块
,

造成骨折模型
。

分为四组
,

分

别用平面三角针
、

张力带
、

螺丝针
、
“ ∋ ”字钢丝进

行固定
。

平面三角针的固定方法 !见图一 &
,

先将

脱离的骨折复位
,

用 巾钳夹持两骨折端达到 严

密对合
。

用一根 −
2

34 4 克氏针在鹰 嘴背峙垂

直于骨折线且经过骨折线中点钻 人
,

将 针的另

一端在背峙进针处
1 用尖嘴钳弯向尺骨远端

。

然后把克氏针在超过骨折线
2

 一 −2 .5 4 处垂

直弯向长骨
,

留取 −
2

.5 4 剪除多余的克氏针
。

在垂直点远端 #
2

34 4 处钻一深 −
2

.5 4 的小孔

6
,

把针的末端放人小孔
,

轻轻锤击峙的弯 曲处

1
使针全面接触骨皮 质

,

然后锤击垂直点 6 使

针保持一定张力全部进入小孔
。

把 () 个固定好的模型随机地分为两组
,

用

特制的夹具把模型 固定于生物力学实验机上
。

分别测定抗张力及抗剪力大小
。

用试验目镜观

察 骨 折端 扩 展 情况
,

以 骨 折 端 分 开 及 移 位
2

. 4 4 为准
,

用记录仪显示力 的大小
,

进行统

计分析
。

图
2

平面三角针的固定方法

结 果

四种固定方法 的抗张力显 示明显差异 !7

8 。
2

% &
,

抗剪力 明显差异 !7 8 。
2

% &
2

均 数两

两 比较显示抗张力组除犯
”

字钢丝与螺丝钉之

表 四种固定方法抗张力两两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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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一平 面三 角针

,

−一 张力带
2

# , 螺丝钉
,

) 一
“
∋
”

字钢丝

间无 明显差异
,

其它均有 明显差异 !如 表一 听

示 &
。

抗剪力组除螺丝钉与平面三 角针之间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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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差异
,

其他均有明显差异 !如表二所示
。

&故抗

张力为平面三角针最强
,

其次为张力带
,

最小为

螺丝钉和
“
∋
”

字钢丝
。

抗剪力为平面三角针与螺

丝钉最强
,

其次为张力带
,

最小为
“ ∋ ”

字钢丝
。

表 − 四种固定方法抗剪力两两比较

各种力的协同作用
,

抗剪力作用减弱
,

而且由于

针尾部易产生皮下 触痛
,

/15 Α. 川报告一组 皮

下触痛现象高达 ∃ Β
,

从而增加 了感染机会
,

也影响了功能锻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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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平面三角针

, − 一螺丝钉
,

# 一 张力带
,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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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钢丝

讨 论

尺骨鹰嘴骨折后
,

由于胧二头肌
,

肪三头肌

和胧骨滑车作用
,

在鹰嘴 前侧即关节侧产生压

力
,

在其后侧即皮质侧产生张力
,

使骨折面产生

分离倾向
。

肚三头肌及肚骨滑车作用于近端骨

折片产生剪力
,

使骨折段上下移动口 !如图 − 所

示 &
。

而运用各种固定方法 目的就是为了克服张

力及剪力
,

使关节早 日活动恢复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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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鹰嘴骨折后受力图

运用
“ ∋ ”字钢丝固定时 固定物只作用于皮

质侧
,

而且是钢 丝固定
,

抗剪力及抗 张力都较

小
,

关节的稳定性较差
。

螺丝钉固定时固定物较

粗
,

抗剪力最强
。

但由于固定于较松软的髓腔

中
,

随关节活动会影响其固定牢度
,

所产生的抗

张力 减小不能完全保证关节的活动
。

使用张力

带治疗鹰嘴骨折后产生 了良好的效果
,

也符合

生物力学优势困
。

但皮质侧用钢丝固定
,

减弱 了

图 # 平面三角针固定后的力学分析图

运用平面三角针 固定后 !如图 # 所示 &
。

垂

直于骨折线的 15 段产生对抗 7 <7 ∗

所产生 的剪

力
,

使骨折端避免了上下移动
。

弯曲的 16 段对

所接触 的骨 面产生 无数个垂直于接触 面 的

Δ
+ ’ ,

更加强了抗剪力能力
。

背峙弯曲点
1
出现

一个平行于长骨的最大应力 Δ ∗ 。

而垂直段 65 本

身产生一个对 16 段的拉力 Δ ∗ ,

以防止 15 及 16

段向后脱出
,

同时对骨折处皮质产生压力
。

当肘

关节屈 曲活动时所产生 的张力最大川
,

这时 65

段产生应力 Μ
,

与 Δ
<
Δ

∗

协同作用也产生最大的

抗张力
。

当肘关节伸直时对骨折端产生的张力

最小图
,

固定物所产生 的应力 Δ
<Δ ∗

亦最小
,

同

时产生一个与 Μ 方向相反的应力 Γ
。

三种力协

同作用以 避免骨折处受 力太大而 发生骨质疏

松
。

所 以平面三角针形成一个完整的三角形平

面
,

可 以防止骨折端的旋转和移位
,

维持肘关节

平整
。

关节活动时
,

各种力协同作用可吸收其张

力消除分离倾向并转化为有限可变化的弹性压

缩 力
,

从而确保三针之间及内固定与关节活动

之间的协效能
。

它不仅具有钢性而且具有一定

的韧性和弹性
,

早期活动对骨折处应力具有牢

固和稳定
,

并能维持关节稳定性和伸肌力
,

从而

使该技术更富于生物力学优势口
。

该方法操作

简单
,

取出方便
,

勿需外 固定
,

保证了骨折愈合

期内不断的关节肌肉活动的锻炼
。

利于关节塑

型
,

防止骨性关节炎和骨质疏松的发生
。

应视为

首选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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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导向器闭合穿针术
北京针灸骨伤学院! % % %  & 王兆星

根据
“

两点确定一条直线
”
的原理

,

作者设计 了一

种与克氏钻 !或电钻&联合使用的导向器用于闭合穿针

治疗各类骨折 #( 例
,

穿针准确
,

疗效显著
。

兹介绍如

下
。

导向器构造 主要有三部分构成 !见图 &
∗

!+& 固定

环
,

由铝合金制成
,

用其将导向器固定在克氏钻 !或电

钻 &上
Λ !−& 标杆

,

由钢制成
,

长 #%
5 4

,

杆上标有刻度 !以

厘米为单位 & Λ !#& 准星
,

由塑料制成
,

供穿针时瞄准用
。

Η&

2

固定环 −
2

标杆 #
2

准星 )2 克氏钻及钢针

图 导 向器模式图

使用方法 以股骨颈骨折多针固定术为例
∗

2

手法闭合复位
。

−
2

定位
∗

保持下肢中立位
,

确定进针范围 !即确定

进针范围的边界点 9 9
’ 、

::
, 、

Ν Ν
‘ 、

Ρ Ρ
‘

&

!+& 在耽正位 ⊥ 线透视下
,

在股骨大粗隆上确定边

界点 9
。

取一导向器将钢针尖抵于 9 点
,

调整导向器标

杆
,

使标杆与股骨颈下缘相齐
。

此时准星在腹部所指点

为 :
。

!−& 同上
,

在标杆与股骨颈上缘相齐时
,

确定边界

点 9
’ 、

:
‘ 。

用龙胆紫在皮肤上将四点描记
,

并在标杆上

读出股骨颈的长度
,

作为穿针深度的参考
。

!#& 在镜侧

位透视下
,

取另一导向器在大粗隆上确定 Ν 点
、

Ν
’

点
,

调整导向器的标杆 !同时保持前导向器标杆在 9 9
‘ 、

::
‘

的中点 &使其与股骨颈前
,

后缘分别相齐时
,

描记准

星所指点 Ρ
、

Ρ
’

于骼部皮肤上
。

#
2

进针
∗

此时只要保持准星在 : 与 :
,

之间
、

Ρ 与

Ρ
’

之间
Λ

进针点在 9 与 9
‘

之间
,

Ν 与 Ν
‘

之间的范围

内
,

则穿针位置也位于此范围内
,

达到满意的穿针效

果
。

临床资料 此导向器用于股骨颈骨折 ∋ 例
,

多针

固定股骨干骨折 − 例
,

股骨裸上牵引小腿骨折 ( 例
,

跟骨牵引的闭合穿针定位
。

经 ; 线显示
,

用导向器闭合穿针准确率达 %% Β
。

在穿针过程中
,

均未发生血管
、

神经损伤和针道离偏等

并发症
。

讨论 用导向器进行闭合穿针适用于各类骨折的

穿针固定
,

如外固定器
、

骨牵引
、

钢针固定等
,

对股骨颈

骨折多针固定等穿针难度较大者尤为适宜
。

有些类型

的导向器仅在一个平面内定位
,

而本法能立体定位
,

能

在穿针过程中
,

充分照顾到股骨颈的前倾角
、

颈干角等

难以把握的角度
。

其操作简便易行
,

穿针准确
,

有效地

避免穿针并发症
,

可读出进针深度!避免穿破股骨头&
,

大大减少 ; 线的照射量
,

缩短手术时间
,

降低操作难度

等优点
。

!本文指导 涂丰&

!收稿
∗

( 一 % ∋ 一 % ∃ Λ

修回 ∃ 一 % 一 % ∃ &

安徽省高校科技函授部中医专业招生

经省教委报准继续面向全国招生
,

本着继承和发展祖国医学
,

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中医人才
,

选用 − 门全国

统编中西医函授教材
,

与当前全国高等教育 自考相配合
,

聘有专家教授进行教学
,

全面辅导和答疑
。

愿本部能成为

你医学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

凡具中学程度者均可报告
,

详情见简章
。

附邮  元至合肥市望江西路 (一 % %∋ 信箱中函

处
,

邮编 − # % % − −
,

简章备索
。

电话
∗
%   一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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