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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复杂肘关节骨折脱位的临床手术治疗方法$方法
!

.##7

年
7

月至
.#$"

年
8

月采用不同

手术入路及修复方式治疗复杂肘关节骨折脱位患者
$/

例$结果
!

$/

例患者骨折均愈合!根据
P++.

肘关节评分

标准进行评价(一般
.

例&良好
.

例&优
$$

例!平均
!5

分$结论
!

复杂肘关节骨折脱位没有单一方法完全适用于此

类损伤!应考虑个性化的针对性治疗才能取得最佳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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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肘关节骨折脱位是关节囊,韧带损伤的同时合并下列

一处或多处主要稳定结构的骨折$桡骨头,冠状突或尺骨鹰

咀%

)

$

*

+此类肘关节损伤极不稳定#治疗难度大#易形成后期不

稳定的关节退变和关节僵硬#导致永久性功能障碍+本组于

.##7

年
7

月至
.#$"

年
8

月对
$/

例复杂肘关节骨折脱位的患

者进行个性化手术治疗#获得较好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7

年
7

月至
.#$"

年
8

月该院就诊的
$/

例

患者#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5/

岁#平均年龄
"!2/

岁+

.

例为开放性骨折+所有病例均为肱尺关节脱位合并不同部位

骨折#其中
7

例冠状突并桡骨头骨折$肘关节恐怖三联征%#

.

例尺骨鹰咀及桡骨头骨折$经鹰嘴骨折后脱位%#

$

例肱骨小头

并桡骨头骨折#

.

例桡骨头骨折#

$

例桡骨近端和尺骨干骨折+

冠状突骨折按
*;

H

DG

和
S'&&;

B

分型均为
"

,

#

型病例+桡骨

头骨折按
SD>'G

分型均为
"

,

#

型病例+

$2/

!

手术方法
!

开放性损伤患者行急诊清创#闭合性损伤患

者需治疗消肿
/

&

63

#择期手术+根据患者
V

光片和常规化

检测进行肘关节
,9

及三维重建#以准确了解骨折部位,骨块

数目,长度,移位及粉碎程度#必要时拍磁共振片判断韧带损伤

情况#为患者制订个性化手术方案)

.

*

+取臂丛神经阻滞麻醉#

必要时辅助全身麻醉+手术切口!

8

例为外侧切口#

5

例取内外

侧联合切口#

.

例取后侧切口#

.

例利用损伤的开放伤口#

$

例

取外侧切口联合肘前侧
+

形切口+术中须保护组织#主要保护

血管神经+首先大体纠正脱位#直视下将骨折复位#根据骨折

情况选用内固定器材#尺骨鹰咀骨折给予克氏针张力带或钢板

固定#肱骨小头骨折予以克氏针或哈博钉固定#冠状突骨折采

用克氏针,哈博钉或微型支撑钢板固定#桡骨头予哈博钉或微

型钢板固定#尺骨干应用钢板固定+其中
$

例冠状突及桡骨头

粉碎骨折使用桡骨头假体置换#而将桡骨头大骨折块置于冠状

突处钢板固定修复冠状突+对关节囊及外侧副韧带复合体

$

-,-

%及内侧副韧带$

S,-

%给予修复重建+外固定架安置!

重建骨性和韧带结构后#在
V

线透视下检查肘关节的稳定性#

若仍不稳定#则行超肘关节可活动外固定架固定#将肘关节置

于标准侧位#

,

臂机透视下显示肱骨小头与肱骨滑车呈同心圆

重叠#圆中心即为肘关节旋转中心#以直径
.II

克氏针置于

肱骨小头外侧面中心#透视可见穿越该中心的克氏针呈一圆

点#将克氏针钻入肱骨滑车中心#采用外固定架中心孔洞套入

中心针#支架
.

个活动臂分别置于肱骨外侧和前臂外侧#于肱

骨,尺骨嵴外固定针孔对应部分作小切口#钻孔后分别拧入
.

枚半螺纹针#适当撑开并拧紧外固定架#使肘关节间隔约
.

&

"

II

#并检查肘关节活动及稳定情况+

$2'

!

术后治疗
!

术后予抗感染,消肿,理疗等治疗+麻醉苏醒

后即可在医师指导下行主动及被动肘关节活动+本组患者术

后采用肘关节连续被动运动机$

E

<

I

机%进行循序渐进功能锻

炼+对不合作者可调节固定架活动轴#第
$

天固定于屈曲位#

次日改为伸直位+根据骨折愈合情况和肘关节稳定性#

5

&

!

周拆除外固定架+

$21

!

疗效评定标准
!

根据
P++.

肘关节评分标准)

"

*

#在疼

痛,活动度,持久性和整体使用情况等
8

个方面进行评分$分别

为
/#

分,

"#

分,

!

分和
$.

分%+疗效标准!优$

7#

&

$##

分%(良

$

!#

&

!7

分%(一般$

6#

&

67

分%(较差$

5#

&

57

分%(差$

$

5#

分%+

/

!

结
!!

果

$/

例患者平均随访时间
$

年$

7

&

$8

个月%#骨折平均愈合

时间
$.2/

周#肘关节活动度平均为
$./q

$

$$#q

&

$"/q

%#平均旋

前
!#q

$

6/q

&

7#q

%#平均旋后
!/q

$

!#q

&

7#q

%#

$/

例患者均获得

同心轴复位+根据
P++.

肘关节评分标准!一般
.

例(良好
.

例(优
$$

例#平均
!5

分$

6#

&

75

分%+

$

例肱骨针道感染#

$

例

表浅伤口感染#及时给予换药及抗感染治疗均得到控制+见

图
$

+

!!

注!

$

和
.

表示术前
V

光片(

"

表示术前
,9

三维重建片+

图
$

!

影像学肘关节骨折部分显像
'

!

讨
!!

论

'2$

!

受伤机制及维持肘关节稳定性的主要结构
!

复杂肘关节

骨折脱位多见于车祸或坠落伤#手部在伸直位同时受到外翻,

-

5#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5

月第
$.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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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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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后和轴向应力#使尺骨近端相对于滑车向后或后外侧移动#

然后损伤自外侧向前或向后旋转至内侧称为
P'&AA

环#首先是

$

-,-

%复合体损伤#然后内侧副韧带$

S,-

%前束受损#伴有冠

状突,桡骨头,鹰咀,肱骨小头骨折+有研究表明冠状突是肱尺

关节最主要的稳定结构#也是对抗内翻的主要稳定结构#冠状

突基底部是
S,-

前束的止点#

S,-

是对抗外翻的主要稳定

结构)

8

*

+当
S,-

或冠状突损伤时#桡骨头则成为抵抗外翻应

力和防止肘脱位或半脱位的主要稳定结构+而外侧副韧带复

合体是对抗后外侧旋转不稳定的主要结构)

/

*

+因此修复上述

结构对于恢复肘关节稳定性至关重要+

'2/

!

损伤类型
!

$

$

%肘关节后外侧旋转不稳定+$

.

%肘脱位伴

桡骨头骨折+$

"

%肘脱位伴桡骨头和冠状头骨折$肘关节恐怖

三联征%+$

8

%经鹰嘴骨折脱位+$

/

%内翻后内侧旋转不稳定+

'2'

!

治疗原则
!

恢复正常的肱桡肱尺解剖关系#修复损伤的

韧带和关节囊#恢复肘关节的稳定性#允许尽早地进行肘关节

屈伸功能锻炼#以减少肘关节僵硬发生率+

'21

!

个性化治疗
!

$/

例患者因伤情复杂#表现不尽相同#治

疗也不应千篇一律+本研究在坚持常规治疗原则的基础上采

取个性化手术方案+术前仔细阅片#判断其损伤类型#肘关节

恐怖三联征是肘脱位伴桡骨头和冠状头骨折#经鹰嘴骨折脱位

上尺桡关系是正常的#而孟氏骨折则有上尺桡关节脱位+本组

根据每例患者具体损伤情况#制订固定及修复方案#术中还要

视病情调整方案#术中判断关节稳定性#最终决定是否要修复

韧带及行外固定架进行固定+手术切口选择!$

$

%肘外侧入路#

该入路可从损伤造成的软组织裂隙进入肘关节#可暴露冠状

突,桡骨头及
-,-

+$

.

%肘后入路#最适合合并尺骨近端骨折+

$

"

%肘内侧入路#如外侧入路显露冠状突困难或术前有尺骨损

伤或需修补
S,-

+$

8

%内外联合入路+$

/

%肘外侧入路联合肘

前
+

入路+由深入浅修复骨折及韧带#根据骨折类型予以克氏

针,哈博钉或微型钢板固定+肘关节恐怖三联征其肘部的稳定

性与冠状突骨折部位和大小,桡骨头骨折粉碎程度及韧带损伤

的严重程度相关#应特别注重修复桡骨头,冠状突#外侧副韧带

复合体及
S,-

+有研究表明冠状突高度
.II

处骨折时#肘

关节在屈伸及伸直外翻位是稳定的#冠状突如无明显移位可不

予处理#冠状突高度
"II

处骨折时是不稳定的#应手术修复

冠状突)

5

*

+如冠状突,桡骨头粉碎不能修复#不能单纯切除桡

骨头#必须维持肱桡关节的正常接触来保持正常长度和张力使

受损韧带愈合#可给予桡骨头置换#将桡骨头带关节面大骨折

块用于修复冠状突+本组采用此方法治疗
$

例患者#疗效较

好+术中检查肱尺关节自屈肘
8/q

至完全伸肘仍可保持复位

则无需修复
S,-

#如术中必需修复韧带时#能直接缝合则直接

缝合#如不能可将钻骨洞与邻近组织缝合#或使用腱性移植物

通过建立骨隧道锚钉或螺钉固定#可用移植物有肱三头肌外侧

筋膜和肘肌筋膜)

6(!

*

+生物力学研究表明#肘关节在屈曲
8/q

时

尺侧副韧带前束处于紧张状态#因此在修复内,外侧副韧带时#

肘关节应在屈曲
8/q

调整韧带张力#否则重建后的韧带长度不

合适#影响手术疗效)

7($#

*

+经鹰嘴骨折前脱位的患者#关节韧

带结构基本正常#很少伴桡骨头和
-,-

损伤#复位固定后无需

考虑修复韧带#而向后骨折脱位常累及桡骨头及
-,-

#

S,-

较完整#因此骨折复位固定后关键要修复
-,-

+肱骨小头及

桡骨头骨折都应复位内固定#恢复其关节匹配及关节囊韧带张

力#保持关节稳定#减轻创伤性关节炎发生+术中透视下检查

肘关节稳定性#如不稳定则配合超肘关节可活动外固定架固定

肘关节#维持肱尺关节的同心圆活动#保护修复的骨性和韧带

结构#利于早期功能锻炼#防止肘关节僵硬+

综上所述#要成功治疗复杂肘关节骨折脱位#必须熟悉肘

关节的解剖及影响肘关节稳定性的因素#掌握其治疗原则#同

时应根据个体受损情况#灵活地制定出相应的个性化治疗方

案#最大限度地修复受损组织#恢复稳定性#尽早进行功能锻炼

以使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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