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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观察自体半腱肌%缝匠肌动静力结合法重建陈旧性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断裂的效果&方法
!

对

*.

例陈旧性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断裂患者先行膝关节镜检查!合并外侧半月板损伤
).

例!行半月板部分切除术!合

并前交叉韧带损伤
-

例!选择骨
;

髌腱
;

骨重建前交叉韧带!于鹅足肌腱部位游离半腱肌行静力重建!游离缝匠肌远

端行动力重建&结果
!

*.

例手术切口
)

期愈合!平均随访
-

个月!根据
'

&

@D?GN

膝关节量表计分方法评定治疗效

果!优
)*

例!良
-

例!可
*

例!优良率
<.T

!应力位拍片内侧比健侧张开均小于
/NN

!带线锚钉位置良好&结论
!

自

体半腱肌%缝匠肌移植重建内侧副韧带断裂能提供足够的张力!采用动静力结合法重建内侧副韧带!克服了韧带松

弛的缺点!是一种理想的修复内侧副韧带断裂的方法&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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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肌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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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关节内侧副韧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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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损伤

常见于劳动*体育运动和交通创伤中#是韧带损伤中的最常见

的类型#膝关节
4!'

损伤后#其对关节的限制作用遭到破坏#

如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治疗#造成膝关节内侧松弛或不稳定#远

期还可继发骨性关节炎#导致疼痛和关节功能障碍)由于各种

原因#部分膝关节
4!'

断裂后失治误治#给膝关节功能埋下

隐患#正确治疗陈旧性断裂的
4!'

具有重要意义)

*..U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共收治陈旧性膝关节
4!'

断裂伤

患者
*.

例#均采用带线锚钉固定自体肌腱动静力结合法重建

4!'

#效果满意#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组
*.

例#男
)6

例#女
-

例%年龄
)U

"

/-

岁#平均
,*

岁)左侧
=

例#右侧
),

例%受伤至入院时间
*

周至

)*

个月#平均
,

个月%致伤原因!运动时损伤
/

例#车祸伤
<

例#工伤
-

例)排除胫骨止点*股骨内髁止点撕脱骨折#均为

4!'

体部断裂#属
,

度损伤#双侧内侧关节间隙差异大于
/

NN

#关节囊韧带完全撕裂#不能找到牢靠的止点)临床表现!

均有明确的膝外翻损伤史#伤后膝关节内侧肿胀*疼痛#内侧关

节间隙处有固定的局限性痛点#走路时小腿有松脱感#关节活

动功能受限)查体!屈膝
,.j

位外翻应力试验阳性者
6

例#

.j

位

外翻应力试验阳性者
)-

例)膝外翻应力下
\

线检查#内侧间

隙
/

"

).NN

者
U

例#大于
).NN

者
)*

例)磁共振检查显示

4!'

不连续#断端信号不均匀#合并外侧半月板损伤
).

例#合

并前交叉韧带损伤
-

例)

$+/

!

方法

$+/+$

!

关节镜检查
!

患者仰卧位#大腿束气囊止血带#麻醉成

效后再次行外翻应力试验#进一步了解内侧副韧带损伤情况)

首先行膝关节镜检查#进一步了解关节内结构损伤情况#若合

并半月板*交叉韧带损伤#则同时行半月板部分切除#选择骨
;

髌腱
;

骨重建前交叉韧带)

$+/+/

!

静力重建
!

关节镜检查后#于膝关节内侧做一弧形切

口#保护大隐静脉和隐神经#探查内侧副韧带损伤情况#陈旧损

伤局部有淤斑*瘢痕#肉芽组织水肿充血#外翻膝关节可找到断

裂的韧带残端)寻找半腱肌#用取腱器获取半腱肌腱#附着部

+

/=6*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U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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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不切断#取长度约为
)/%N

#分别在股骨髁*胫骨髁部找到内

侧副韧带附着点#确定好附着点后#分别打入一枚带线锚钉#于

股骨髁附着点拉紧半腱肌腱#用锚钉上的缝线编织缝合肌腱#

将肌腱游离端回转到胫骨髁附着点#拉紧半腱肌腱#用锚钉上

的缝线编织缝合肌腱#剪除多余的半腱肌腱#用钉尾端缝合线

将半腱肌腱与韧带断端进行加强缝合)

$+/+'

!

动力重建
!

游离缝匠肌远端达鹅足部位#止点不切断#

注意在肌腱肌腹交界处勿损伤大隐静脉和隐神经#缝匠肌带的

较粗营养血管适当游离#防止肌肉转移后神经血管受牵拉)将

肌肉前移覆盖在断裂的韧带和关节囊表面#并将肌腹肌腱固定

在髌韧带*股四头肌腱联合部和关节囊上)关节镜检查膝关节

内侧张力情况#如果不能观察到内侧半月板冠状沟#说明内侧

间室紧张)缝合手术切口#加压包扎)

$+/+1

!

术后康复
!

术后
*6

"

6UD

拨出引流管#第
*

天开始患

肢股四头肌静态舒缩锻炼#第
,

天行持续被动活动$

!#4

&功

能训练及在支具保护下行主动伸屈运动#

)

周内达到
<.j

#术后

6

周活动幅度增加至
)*.j

#

U

周后逐渐负重行走#

,

个月后可慢

跑#

-

个月后可逐渐参加体育运动)

/

!

结
!!

果

本组
*.

例随访时间
6

"

)*

个月#平均
-

个月)根据
'

&

;

@D?GN

膝关节量表计分方法来评定治疗效果#评分标准为!$

)

&

膝关节软弱无力$

.

"

/

分&%$

*

&辅助器支托$

.

"

/

分&%$

,

&扶楼

梯上下$

.

"

).

分&!$

6

&跛行$

.

"

/

分&!$

/

&膝关节不稳$

.

"

,.

分&%$

-

&疼痛$

.

"

,.

分&%$

=

&在步行*跑步*跳跃期间发生关节

肿胀$

.

"

).

分&%$

U

&股四头肌萎缩$

.

"

/

分&)优!

</

"

)..

分%良!

U6

"

<6

分#体育活动后关节不适%可!

=6

"

U,

分#日常活

动后关节不适%差!

"

=,

分)本组优
)*

例#良
-

例#可
*

例#差

.

例#优良率
<.T

)

'

!

讨
!!

论

'+$

!

重建方式的选择
!

新鲜的
4!'

若早期处理不当#损伤

部位会在内侧松弛的张力状态下瘢痕愈合*拉长#容易出现膝

关节内侧结构松弛#导致韧带对胫骨的制导和限制作用缺失#

出现关节囊松弛#影响关节的稳定性#内侧间室长期不稳定容

易诱发早期骨性关节炎#导致疼痛和关节功能障碍#故对于陈

旧性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断裂#应进行积极的手术修复,

)

-

)

概括手术重建方法主要有静力重建*动力重建*静力动力

相结合重建三类)静力重建后#由于再造韧带弹性降低而逐渐

松弛#所以远期效果往往不太理想#动力重建后需要经过一定

的训练和适应才能较好地发挥作用#且韧带松弛的体征仍然存

在)采用动静力结合法重建内侧副韧带#则克服了上述缺

点,

*

-

)

'+/

!

重建材料的选择
!

重建的材料不外有自体组织*同种异

体组织和人工韧带)人工韧带虽然避免了取材部位的并发症

以及异体材料的排斥反应#但其昂贵的价格*韧带的磨损以及

远期疗效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了它在临床上的推广应用)

异体肌腱用于治疗膝关节交叉韧带损伤已有较长的历史#但由

于存在疾病传播*免疫原性*植入后的生物力学性能变化等风

险#使其应用受到了局限)自体肌腱具有早期愈合*取材方便*

无免疫反应的特点#故作者在重建韧带时仍倾向于自体材料)

缝匠肌虽然有使大腿外旋*外展和前屈并使小腿内旋和屈

曲功能#但对关节活动功能作用较小#该肌肌蒂长并且止点处

的肌腱部分短#因此肌肉转移后对关节的活动功能影响不大#

前移后肌腹可覆盖断裂的内侧副韧带和关节囊表面#可促进其

愈合)应用缝匠肌动力修复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损伤#手术在同

一切口内进行#在不增加创伤和不破坏关节正常结构的前提

下#肌肉转移至膝关节内侧增加了关节的动力性稳定因素#肌

肉收缩时对关节的静力性稳定因素牵拉小#创伤轻#不易导致

静力腱的松弛)休息时肌肉松弛#关节的静力因素可维持关节

稳定#从而减轻了肌肉的疲劳,

,

-

)

本组
*.

例陈旧性
4!'

在用半腱肌腱确切地重建韧带的

同时#再用缝匠肌加强动力修复韧带和关节囊#断裂的韧带和

关节囊愈合良好#晚期无韧带松弛现象#关节的稳定性和功能

均较满意)

本组病例均采用带线
bH@AIJ

锚钉重建断裂的
4!'

#优良

率达到
<.T

)

bH@AIJ

锚钉的螺钉部分为自攻螺丝#其材料为钛

合金#具有良好的组织相容性#无需预钻孔#可提供更多的骨接

触#更强的锚钉固定#对伴骨质疏松的患者同样适用,

6;-

-

)钉尾

所带缝合线由可吸收性的多聚乳酸材料制成#该材料具有适度

的生物降解性和良好的组织相容性#无毒性且强度大#其最终

产物为水和
!2

*

#不含致炎因子#适合关节内断裂韧带的修复)

术后早期进行系统康复训练#可避免膝关节僵硬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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