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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骨近端骨折在临床上较为少见$ 仅占锁骨骨

折的
<RS%R

$多由高能量损失所致$呈粉碎性骨折$

伴或不伴胸锁关节脱位'

8

(

) 锁骨近端骨质形态不规

则$周围毗邻重要血管及神经$临床上对锁骨近端骨

折较难处理'

!

(

) 近年来有学者报道'

#T<

(锁骨近端骨折

保守治疗骨不连的发生率高达
8<R

$且
<"R

的患者

遗留有肩关节疼痛$僵硬等相关并发症)目前主流学

者'

UT<

(观点建议对于年轻的$功能要求较高的移位型

锁骨近端骨折进行
!

期手术治疗) 然后锁骨近端骨

块较小$ 常需钢板跨关节固定$ 胸锁关节随患肢活

动$应力较为集中$常容易出现内固定松动$钢板螺

钉断裂等并发症) 锁骨近端骨折内固定方法包括克

氏针张力带*桡骨远端+

1

,形钢板*腓骨远端钢板*胸

锁钩钢板*锁骨远端钢板反向放置等'

%T8"

(

)但是$用何

种方式固定最为理想仍然存在争议'

88

(

)因此$本研究

锁骨近端骨折的手术治疗方法及分型探讨

扶青松!韩欣攸!王伟斌!袁欣华!郑轶

"宁波市第二医院创伤骨科$浙江 宁波
#8<"8"

&

!摘要 " 目的 !总结不同锁骨近端骨折的手术治疗方法并探讨锁骨近端骨折的分型 ! 方法 "

!"8$

年
8

月至

!"!"

年
8!

月收治
!U

例移位型锁骨近端骨折患者#男
8%

例$女
V

例%年龄
!VS%%

岁%其中新鲜骨折
!"

例$陈旧性骨折

U

例&骨折
K>()M2-?'

分型$

8W8

型
8U

例$

8W!

型
8"

例&根据不同骨折分型选择不同的内固定方式进行内固定治疗&记

录手术时间'失血量'术前后移位差异'骨折愈合时间及
E/BXY//>

评分结果!结果"

!U

例患者获得随访$时间
8!S!U

个

月! 术后无感染'复位丢失情况发生$有
#

例患者出现内固定失效断裂退钉情况$取出内固定装置! 手术时间
#"S

%< 3()

$失血量
8<SU" 34

!无重要神经血管脏器损伤!影像学愈合时间
#S%

个月!末次随访
E/BXY//>

功能评分(

8#5<"Z

85V%

)分$疼痛(

!5<$Z"5<"

)分'活动范围(

!5$VZ"5U8

)分'肌肉强度(

!59#Z"5!V

)分'日常活动受限(

!5V<Z"5#<

)分'主观结果

(

!5%#Z"5%8

)分$其中优
!"

例$良
#

例$可
8

例& 结论"锁骨近端骨折是一种发生率较低的骨折类型$针对不同的骨折分

型可对应选择不同内固定方法及治疗方式$均取得较为满意的手术效果&

!关键词" 锁骨骨折% 胸锁关节% 分型% 外科手术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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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性分析
!"8$

年
8

月至
!"!"

年
8!

月采取不同

内固定手术治疗的
!9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以探讨不

同内固定对于不同锁骨近端骨折类型治疗的优缺点

及手术注意要点!现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

!" !

病例选择

纳入标准#年龄
:8;

岁$骨折按照
<=()>2-?'

分

型 %

8!

&

!骨折线位于锁骨内侧
8 @ A

!长度约
# B3

$骨折

移位
:"5A B3

$均采用手术内固定治疗$均为非病理

性骨折$随访时间
:8!

个月" 排除标准#年龄
C8;

岁$

病理性骨折$采取保守治疗患者$随访时间
C8!

个月

或失访患者"

!" #

一般资料

本组
!9

例锁骨近端骨折患者 !男
8%

例 !女

D

例$年龄
!;E%%

岁$均为闭合性骨折$其中新鲜骨

折
!"

例! 陈旧性骨折
9

例$ 骨折
<=()>2-?'

分型#

8F8

型
89

例!

8F!

型
8"

例" 其中交通伤
8$

例!高空

坠落伤
A

例!重物砸伤
!

例" 合并伤#

#

例伴有肋骨

骨折!

%

例伴有颅脑损伤!

!

例伴有肩胛骨骨折!

8

例

伴有骨盆骨折及同侧肱骨近端骨折!

!

例同时伴有

同侧
G/BHI//=!

型 %

8#

&锁骨远端骨折" 骨折移位情

况#

#

例伴有胸锁关节脱位!

8"

例骨折块向上移位!

89

例远端骨折块向前移位" 本研究得到本单位伦理

委员会同意批准!并与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

治疗方法

#" !

手术方法

患者取沙滩椅位!插管全麻下!常规消毒铺巾!

取胸锁关节前缘横形切口! 暴露锁骨近端骨折处以

及胸锁关节囊'注意关节囊的完整性(" 对于关节外

骨折及关节内长斜型骨折患)锁骨近端骨质留有内

固定置钉空间(者!清理断端凝血块及坏死软组织!

直视下复位并克氏针临时固定" 在锁骨近端前上处

置
8

块*

1

+形桡骨远端锁定钛板)浙江宁波广慈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提供(或*

1

+形掌骨钢板)山东威海威

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或对侧锁骨远端钢板反

置)浙江宁波广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近端置

人
#

枚横向近平行的锁定螺钉! 远端置入
#E9

枚锁

定螺钉,如对于关节内的粉碎性骨折及楔形骨折!锁

骨近端残留完整骨质较少!予以
8

块
#JA 33

桡骨远

端*

1

+形钢板跨胸锁关节固定或是
8E!

块
!K$ 33

掌

骨钢板跨胸锁关节固定" 然后活动患侧肩关节观察

骨折固定的稳定性及内固定有无松动" 尽量修复肋

锁韧带及胸锁韧带!必要时带线铆钉修复!对骨质缺

损或严重粉碎骨折者可行植骨促进愈合" 合并胸锁

关节脱位患者复位后加固修复关节囊韧带- 胸锁韧

带-肋锁韧带及周围软组织,

&

形臂
L

线透视骨折复

位及内固定位置满意, 冲洗-止血后逐层关闭切口,

术后常规应用静滴头孢呋辛钠!

85A ? M ; '

!连续
# =

!

静脉联合口服止痛药物多模式镇痛治疗,

#" #

术后处理

患者术后行颈腕悬吊带悬吊保护患肢
9

周!术

后
# =

开始在康复医师指导下行肩关节被动功能锻

炼, 术后
!

周及
8

-

#

-

%

-

8!

个月复查肩关节
L

线片

或
&1

影像学复查, 术后每
#

个月复查肩关节功能,

待骨折愈合后! 一般术后
%E8;

个月取出内固定装

置,术后根据
G,&NO,,P

等%

89

&提出的
G/BHI//=

评

分评定临床疗效!包括疼痛-活动范围-肌力强度-日

常活动! 主观评分等
A

项! 总分
8A

分$

8#Q8A

分为

优!

8"E8!

分为良!

$ED

分为可!

$

分以下为差,

$

结果

本组采用桡骨远端.

1

/形钢板内固定有
8A

例!

对侧锁骨远端钢板反置
9

例!掌指骨钢板固定有

A

例! 其中跨胸锁关节固定有
8#

例, 手术时间
#"E

%A 3()

!失血量
8AE9" 34

,

!9

例患者术后获随访!时

间
8!E!9

个月, 影像学愈合时间
# E %

个月, 本组患

者一般临床资料见表
8

, 跨关节固定
8#

例患者中出

现断钉-钢板螺钉松动等并发症
#

例!出现并发症于

术后半年取出内固定装置处理! 无其他严重并发症

发生!未影响骨折愈合及患者功能状况,术后患者骨

折影像学愈合率为
8""R

! 均获得满意复位及愈合,

末次随访
G/BHI//=

功能评分#总分)

8#KA"S8K;%

(分!

疼痛)

!KA$S"KA"

(分-活动范围)

!K$;S"K98

(分-肌力强

度)

!KD#S"K!;

(分-日常活动)

!K;AS"K#A

(分-主观评分

)

!K%#S"K%8

(分!其中优
!"

例!良
#

例!可
8

例,

%

讨论

关于锁骨近端骨折分型! 目前临床上大多数学

者使用
8DD;

年由
G,FT7U,7

%

8!

&回顾研究
8 """

例

锁骨骨折后提出的
<=()>2-?'

分型#

"

型为锁骨内

侧
8 M A

骨折!属于干骺端骨折!与骨干部分的界限是

通过第一肋骨中心垂直线$

!

型骨折是锁骨中央

# M A

骨折!属于骨干部骨折$

#

型骨折为锁骨外侧

8 M A

骨折!与骨干部的分界线是通过喙突的垂线, 其

中
"

-

!

-

#

型又根据是有移位
V

-

F

两个亚型!

V

型

无移位!

F

型移位超过锁骨直径
8""R

%

8A

&

, 此分型主

要针对锁骨提出分段分型! 但是对于单纯的锁骨近

端骨折! 根据
<=()>2-?'

分型显然不能完全判断出

骨折的形态及骨折线与胸锁关节的关系 !于是

1WG,&NX,G1,7

等 %

8%

& 回顾研究了
AD#

例锁骨骨

折患者!有
AA

例锁骨近端骨折!根据这
AA

例患者的

骨折形态提出了成人锁骨近端骨折分型#

"

型为关

节外横行骨折!

!

型为关节内斜型骨折!

#

型为关节

外斜型骨折!

$

为粉碎性骨折!

%

型为撕脱骨折, 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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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锁骨远端骨折
"#

例一般治疗情况

$%&'! ()*)+%, -+)%-.)*- /0 "# 1%-2)*-3 42-5 623-%, 7,%827,) 0+%7-9+)

患者 年龄
8

岁 性别 骨折类型 骨折愈合时间
8

周 内固定方式 并发症

9 :"

男 关节外骨折
9!

!

1

"形钢板不跨关节固定 无

! #;

女 关节内长斜型骨折
9!

锁骨远端钢板不跨关节 无

# %"

女 关节内短斜型骨折
9%

!

1

"形钢板跨关节固定 无

: #%

男 关节内短斜型骨折
9!

!

1

"形钢板跨关节固定
%

个月断钉

< <!

男 关节内粉碎性骨折
;

!

1

"形钢板跨关节固定 无

% #"

男 关节内长斜型骨折
9! =#

型钢板不跨关节 无

$ %%

女 关节外骨折
9%

锁骨远端钢板不跨关节 无

; <$

男 关节内长斜型骨折
9!

!

1

"形钢板不跨关节固定
%

个月断钉

> :;

女 关节内短斜型骨折
;

掌指骨钢板跨关节 无

9" #>

男 关节内粉碎性骨折
9%

!

1

"形钢板跨关节固定 无

99 :%

男 胸锁关节脱位
9%

!

1

"形钢板跨关节固定 无

9! <<

男 关节内短斜型骨折
;

!

1

"形钢板跨关节固定
:

个月螺钉松动

9# <"

女 关节内短斜型骨折
9!

掌指骨钢板跨关节 无

9: %%

女 关节内长斜型骨折
9!

!

1

"形钢板不跨关节固定 无

9< #>

男 关节外骨折
;

锁骨远端钢板不跨关节 无

9% :"

女 关节外骨折
;

锁骨远端钢板不跨关节 无

9$ <>

男 关节内短斜型骨折
;

!

1

"形钢板跨关节固定 无

9; %9

男 关节内短斜型骨折
9%

!

1

"形钢板跨关节固定 无

9> #<

男 关节内长斜型骨折
9!

掌指骨钢板不跨关节 无

!" <!

男 关节外骨折
9!

!

1

"形钢板不跨关节固定 无

!9 <$

女 关节内粉碎性骨折
9%

!

1

"形钢板跨关节固定 无

!! #$

男 关节内长斜型骨折
9!

掌指骨钢板不跨关节 无

!# ::

男 关节内短斜型骨折
9%

!

1

"形钢板跨关节固定 无

!: !;

男 关节内短斜型骨折
9!

!

1

"形钢板跨关节固定 无

样就对锁骨近端骨折有了较为全面的分型探讨#

虽然
1?@,&AB,@1,7

等 $

9%

%提出了成人锁骨

近端骨折分型& 对于锁骨近端骨折形态有了一个较

为完整的补充& 但是针对上述分型未提出相对应的

内固定治疗方式的选择# 本研究针对
!:

例患者&有

!

型关节外横行骨折及
"

型斜型骨折
99

例&分别采

用广慈桡骨远端!

1

"形钢板&掌指骨钢板及对侧锁骨

远端钢板反置&均取得影像学及临床愈合标准&未出

现明显相关症'

#

型关节内斜型骨折
9"

例及
$

型粉

碎性骨折
#

例&主要采用广慈桡骨远端!

1

"形钢板及

广慈掌指骨钢板跨关节固定& 有
#

例患者出现不同

程度的钢板及螺钉松动&或部分螺钉断裂&主要原因

为胸锁关节为活动关节& 跨关节固定后极易出现钢

板螺钉应力集中情况& 从而出现钢板螺钉松动断裂

情况发生# 因
1?@,&AB,@1,7

等$

9%

%提出了成人锁

骨近端骨折分型中对于跨关节内的长斜型骨折未提

出明确分型# 故本研究将此类型长斜型骨折单独列

出讨论&不跨关节固定&取得较为满意的临床效果#

而关节内粉碎性骨折则跨关节固定&临床效果差&容

易出现螺钉松动断裂&骨折部位疼痛情况&对于此类

型骨折笔者建议早期肩关节制动悬吊尤为重要&如

出现并发症应及时处理#

针对锁骨近端骨折内固定治疗提出以下几点建

议()

9

*在术中根据胸锁关节形态稍预弯钢板&使钢

板尽量与骨组织之间贴附& 以减少局部隆起及不适

感$

9$

%

# )

!

*术前使用
&1

测量锁骨或胸骨深度+术中

使用陷深钻头& 避免损伤锁骨下重要组织器官 $

9;

%

#

)

#

* 尽量使用锁定螺钉& 在锁骨近端形成角稳定结

构& 减少普通螺钉因应力集中出现退钉情况发生#

)

:

*术中尽量修复损伤的关节囊结构# )

<

*待骨折愈

合后&尽量早期拆除内固定装置&减少钢板螺钉松动

的发生概率#

综上所述& 锁骨近端骨折是一种发生率较低的

骨折类型& 针对不同的骨折分型可对应选择不同内

固定方法及治疗方式&均取得较为满意的手术效果#

当然本研究样本数较少&不能深度地进行分析研究&

但也能为锁骨近端骨折的治疗方式选择及分型讨论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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