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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在股骨转子间骨折老年患者中的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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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比较亚洲型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ＰＦＮＡⅡ）与传统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ＰＦＮＡ）治疗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

的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０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该院收治的行ＰＦＮＡⅡ与ＰＦＮＡ治疗的８９例股骨转子间骨折老年

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手术方式的不同分为两组，其中ＰＦＮＡⅡ组４８例，ＰＦＮＡ组４１例。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术中情况、骨

折愈合情况、随访１２个月时 Ｈａｒｒｉｓ评分优良率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ＰＦＮＡⅡ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透视时间均短于

ＰＦＮＡ组，ＰＦＮＡⅡ组术中出血量显著少于ＰＦＮＡ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两组患者部分负重时间、完全负重时间、

骨折愈合时间及 Ｈａｒｒｉｓ评分优良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ＰＦＮＡⅡ组大腿隐痛发生率显著低于ＰＦＮＡ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１４．４９０，犘＜０．０５）。结论　ＰＦＮＡⅡ与ＰＦＮＡ比较，其手术创伤小，操作简便，疗效无差异，且能有效减少大

腿隐痛的发生率，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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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骨转子间骨折是老年患者最常见的骨折，占老年患者下

肢骨折的４９％，在临床上病死率较高，可达１５％～２０％，目前

多选用手术治疗［１２］。传统多采用的内固定技术有髓内固定技

术和髓外固定技术，其中以动力髋螺钉为代表的髓外固定技术

是股骨转子间骨折治疗的“金标准”［３］。髓外固定技术在治疗

不稳定型转子间骨折的失败率较高，可达３０％～５６％。有研

究表明，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ＰＦＮＡ）和 Ｇａｍｍａ为代表的髓

内固定技术生物学优势十分明显，失败率低于髓外固定技

术［４５］。ＰＦＮＡ主要是针对欧美发达国家人群开发设计的，应

用于亚洲人群出现了较多并发症。亚洲型股骨近端防旋髓内

钉（ＰＦＮＡⅡ）是依据亚洲人群的股骨解剖特点在ＰＦＮＡ的基

础上改进的一种新型内固定系统。本研究对ＰＦＮＡⅡ与ＰＦ

ＮＡ治疗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的临床疗效进行比较，现报道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本院收治且

获得随访的行ＰＦＮＡⅡ和ＰＦＮＡ治疗术的老年股骨转子间骨

折患者８９例，男４３例，女４６例；年龄６１～８９岁，平均（７４．８±

１２．６）岁；骨折根据Ｅｖａｎｓ分型：Ⅰ型２９例，Ⅱ型２７例，Ⅲ型２１

例，Ⅳ型１２例。８９例患者根据治疗方式不同分为两组：ＰＦ

ＮＡⅡ组４８例，男２０例，女２８例；年龄６２～８９岁，平均

（７５．９±１１．９）岁；Ｅｖａｎｓ分型：Ⅰ型１５例，Ⅱ型１４例，Ⅲ型１２

例，Ⅳ型７例。ＰＦＮＡ组４１例，男２３例，女１８例；年龄６１～８９

岁，平均（７６．７±１２．１）岁；Ｅｖａｎｓ分型：Ⅰ型１４例，Ⅱ型１３例，

Ⅲ型９例，Ⅳ型５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情严重程度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通过医院伦

理委员会审核通过，患者及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

１．２　纳入标准　（１）经过Ｘ线片或ＣＴ确诊为股骨转子间骨

折；（２）患者年龄大于６０岁；（３）股骨头无缺血性坏死；（４）无内

固定禁忌证；（５）患者依从性良好，随访可靠。

１．３　仪器与设备　包括常规骨科手术器械、Ｃ臂Ｘ线机、骨科

牵引床、电刀及ＰＦＮＡ、ＰＦＮＡⅡ专用手术器械。

１．４　方法

１．４．１　术前准备　患者行患肢牵引固定，预防性使用抗菌药

物，行患肢Ｂ超确定无下肢静脉血栓。患者若合并内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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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病情稳定后再行手术治疗。所有患者均完善术前心、脑、肺

等检查，麻醉师进行术前风险评估。术前常规备皮、备血。

１．４．２　手术方法　患者行全身麻醉或硬膜外麻醉后，取仰卧

位。健侧外旋，患肢牵引伸直，内收１０°～１５°。在Ｘ线机透视

下行闭合复位，如有复位较困难的患者可行切开复位。由股骨

大转子顶点纵向切开皮肤３～５ｃｍ。钝性分离肌肉至臀中肌，

使股骨大转子视野暴露清楚，以大转子顶点或稍外侧为进针

点。ＰＦＮＡⅡ组使用多孔转向套筒置入导针，透视下确认导针

位于髓腔中心后扩髓，置入ＰＦＮＡⅡ（图１）。ＰＦＮＡ组采用Ｔ

型手柄置入导针至近端髓腔，透视下扩髓并置入ＰＦＮＡ，之后

装置螺旋刀片，尾帽固定螺钉（图２）。对于年龄较大的患者，

可不予扩髓。

图１　　置入ＰＦＮＡⅡ的Ｘ线片结果

图２　　置入ＰＦＮＡ的Ｘ线片结果

１．４．３　术后处理　围术期患者给予预防性抗菌药物治疗，术

后常规应用止痛药物。多数患者可不放置引流，放置引流管患

者于术后１～２ｄ拔出。患者疼痛缓解后可进行适度功能康复

训练。根据患者骨折类型及骨折愈合情况判断是否应行负重

锻炼。

１．５　观察指标　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术中情况（手术时间、术

中出血量、透视时间）、骨折愈合情况（部分负重时间、完全负重

时间、骨折愈合时间）、随访１２个月时 Ｈａｒｒｉｓ评分及术后并发

症发生情况［６］。骨折愈合标准为 Ｘ线片显示骨折线消失、患

肢承重无疼痛感，患肢可负重。Ｈａｒｒｉｓ评分标准总分为１００

分，＞９０～１００分为优；＞８０～９０分为良；７０～８０分为可；＜７０

分为差。

１．６　统计学处理　对所有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以狓±狊表示，采用狋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
２

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中情况比较　ＰＦＮＡⅡ组患者手术时间、术

中透视时间短于ＰＦＮＡ组，ＰＦＮＡⅡ组术中出血量显著少于

ＰＦＮＡ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骨折愈合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部分负重时间、

完全负重时间及骨折愈合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１２个月随访时髋关节 Ｈａｒｒｉｓ评分比较　两组

患者术后 Ｈａｒｒｉｓ评分优良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２＝

１．１０４，犘＝０．９９２）。见表３。

表１　　两组患者术中情况比较（狓±狊）

组别 狀
手术时间

（ｍｉｎ）

透视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ＰＦＮＡⅡ组 ４８ ５５．２±１２．８ ２．４±１．１ ５０．２±１１．２

ＰＦＮＡ组 ４１ ６３．１±９．３ ４．２±２．３ ７１．２±１０．９

狋 ３．２８０ ４．８１８ ８．９２６

犘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骨折愈合情况比较（狓±狊，周）

组别 狀 部分负重时间 完全负重时间 骨折愈合时间

ＰＦＮＡⅡ组 ４８ ７．２±１．８ １２．４±２．１ １３．５±３．２

ＰＦＮＡ组 ４１ ８．１±２．１ １３．１±２．３ １４．２±２．９

狋 １．６９４ １．５００ １．０７４

犘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髋关节 Ｈａｒｒｉｓ评分优良率比较［狀（％）］

组别 狀 优 良 可 差 优良合计

ＰＦＮＡⅡ组 ４８ １６（３２．３） １９（３９．６） ７（１５．７） ６（１２．５） ３５（７１．９）

ＰＦＮＡ组 ４１ １２（２９．３） １７（４１．５） ７（１７．１） ５（１２．１） ２９（７０．８）

２．４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情况比较　术后３例患者复位较

差，其中ＰＦＮＡⅡ组１例，ＰＦＮＡ组２例，两组比较差异无统

计意义（犘＞０．０５），于术后１个月行切开动力髋螺钉固定复

位。２１例患者大腿隐痛，其中ＰＦＮＡⅡ组５例，ＰＦＮＡ组１６

例，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予以对症治疗后

缓解。ＰＦＮＡ组１例患者螺钉松动，ＰＦＮＡⅡ组无螺钉松动，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情况比较（狀）

组别 狀 复位差 大腿隐痛 螺钉松动

ＰＦＮＡⅡ组 ４８ １ ５ ０

ＰＦＮＡ组 ４１ ２ １６ １

χ
２ ０．５５８ １４．４９０ １．１８４

犘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股骨转子间骨折是老年人群十分常见的髋部骨折，老年人

由于钙代谢障碍易发生骨质疏松症，近年来，随着我国老年人

口比例不断增加，该病发病率明显上升［７］。保守治疗需患者长

期卧床，下肢静脉血栓、褥疮等并发症发生率较高，故目前多采

用手术治疗。髓内和髓外是最常用的内固定器，髓内固定技术

利用轴向中心原理，可有效增强患肢骨的抗剪切力，防止骨折

远端移位［８］。有研究表明，髓内固定技术治疗股骨转子间骨折

成功率和临床疗效明显优于髓外固定技术，也适合于不稳定型

骨折［９］。ＰＦＮＡ应用于亚洲人群缺乏特异性，ＰＦＮＡⅡ是针对

亚洲人群设计的新型ＰＦＮＡ，避免亚洲人群相对矮小导致的主

钉突出，减少患者术后髋部疼痛发生。

本研究ＰＦＮＡ组和ＰＦＮＡⅡ组均采用髓内固定，手术为

闭合复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骨折端血运，促进早期骨折断端

的愈合；此外，这两种手术方式的切口均较小，减少了对周围组

织、神经、血管的损伤，减少出血量，降低感染发生。本研究结

果显示，ＰＦＮＡⅡ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透视时间均短于ＰＦ

ＮＡ组，ＰＦＮＡⅡ组术中出血量显著少于ＰＦＮＡ组，分析其原

因：ＰＦＮＡⅡ的设计更加符合亚洲人群股骨近端的解剖学特

点，术者操作精准，多孔导向器比单孔导向器更能精准确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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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的位置，避免导针盲目插入，缩短手术时间、术中透视时间，

减少手术损伤及出血量，降低了扩髓及并发症的风险。两组患

者骨折愈合情况（部分负重时间、完全负重时间、骨折愈合时

间）及 Ｈａｒｒｉｓ评分优良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表明ＰＦＮＡ和ＰＦＮＡⅡ对股骨转子间骨折的愈合情况

及髋关节功能恢复情况影响无差异，这与Ｃｈａｎｇ等
［１０］和Ｋａｍ

ｍｅｒｌａｎｄｅｒ等
［１１］研究一致。两组患者并发症情况：术后３例患

者复位较差，ＰＦＮＡⅡ组１例，ＰＦＮＡ组２例，于术后１个月行

切开动力髋螺钉固定复位；２１例患者大腿隐痛，ＰＦＮＡⅡ组５

例，ＰＦＮＡ组１６例，予以对症治疗后缓解；ＰＦＮＡ组１例患者

螺钉松动，ＰＦＮＡⅡ组无螺钉松动。３例复位差的患者均为骨

质疏松症患者，虽然术前给予抗骨质疏松治疗，但术中复位颈

干角偏大，术后疼痛耐受较差。因此，为了获得较好的临床疗

效，不能为了微创进行闭合复位，对于部分患者切开复位也是

不错的选择［１２］。术后患者大腿隐痛是内固定常见的并发症，

考虑其原因有：（１）股骨转子间粉碎性骨折未完全愈合引起疼

痛，骨折愈合后方可缓解；（２）主钉导入点在大转折定点周围，导

致位于该处的臀中肌肌腱疼痛，甚至导致部分患者臀中肌损伤；

（３）部分患者股骨干前弓体积较大，主钉远端损伤股骨上段皮质

引起疼痛。ＰＦＮＡⅡ组大腿隐痛发生率显著低于ＰＦＮＡ组，这是

因为ＰＦＮＡⅡ组的主钉远端存在于骨髓腔的中心
［１３］。

综上所述，ＰＦＮＡⅡ与 ＰＦＮＡ 比较，其手术创伤小，操作

简便，疗效无差异，且能有效减少大腿隐痛发生率，值得临床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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