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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吸收钉治疗桡骨小头骨折 "# 例

"

!帅永明!涂淑强!袁秋文!刘竹晖!秦超!!江西省南昌市洪都中医院创伤二科!南昌 $$%%%#"

关键词!桡骨小头骨折!可吸收钉!内固定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自 '%%, 年 ' 月-'%%( 年 ) 月我科应用可吸收钉治疗桡

骨小头骨折 "# 例#取得较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临床资料

"*"!一般资料!"# 例中 ./012 分型
!

型 "% 例#

"

型 # 例%

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岁#平均 $' 岁%左侧 ( 例#右侧

3 例%交通伤 $ 例#坠落伤 , 例#平地摔伤 4 例#报道如下$

"*'!手术方法!手术一般选择在伤后 $ -( 天#手术采用臂

丛麻醉#驱血后上气囊止血带$ 术中采用经典的 516789切

口#从肘肌与尺侧腕伸肌间隙进入#显露桡骨小头$ 清除切

口内的血肿#使骨块解剖复位#先用克氏针临时固定#再行钻

孔并攻丝后手动沉头#置入合适长度的可吸收螺钉$ ./012

"

型骨折可先使桡骨头复位#可吸收螺钉固定后#再将桡骨

头用二枚可吸收棒固定于桡骨颈上$ 缝合外侧关节囊的裂

口或切开处#逐层缝合伤口#放置引流条$

'!结果

本组 "# 例患者均得到随访#随访时间为 # 个月 -' 年#

平均 "$ 个月#按照+9:;89<和.1998=肘关节评分标准&"'进行

评分#满分为 "%% 分#3, -"%% 分为优#4% -3) 为良##% -(3

为一般#% -,3 为差$ ./012

!

型骨折(优 ( 例#良 $ 例#优良

率为 "%%>$ ./012

"

型骨折(优 % 例#良 ' 例#一般 $ 例#差 "

例$ 其中 " 例出现肘部骨化性肌炎$

$!讨论

桡骨小头骨折多由间接暴力引起#如跌倒时肘部伸直)

前臂旋前#肘关节过度外翻#桡骨头与肱骨小头发生碰撞#导

致桡骨头骨折$ 目前对于桡骨小头骨折的治疗存在很大分

歧#./012

!

型#有人建议在局麻下检查前臂旋转范围#若旋

前)旋后均有 (%?活动范围者主张非手术治疗#外固定及早期

开始活动$ 有人认为应从@线片仔细分析病情#如果有手术

适应证#不要放弃#针对孤立性大块移位骨折没有小碎片#可

切开复位内固定&''

$ ./012

"

型#过去多采取桡骨小头切除

术#有文献报道#桡骨小头切除术治疗粉碎性桡骨小头./012

"

型骨折的远期效果可以接受&$'

#但随着解剖学和生物力学

研究的深入#人们对桡骨小头稳定肘关节作用愈加重视#认

识到桡骨小头不仅在内侧副韧带损伤时是肘关节抵抗外翻

应力的重要结构#而且在骨间膜破裂!A008BCD1E980FG损伤"时

可防止桡骨近端移位&)'

$ 通过我们对一些桡骨小头骨折患

者行桡骨小头切除术后的临床观察#发现了较多并发症#包

括肘)腕关节以及前臂的疼痛)肘关节外翻畸形以及肌力减

弱等$

可吸收钉主要应用于松质骨以及关节内骨折#可吸收钉

由生物高分子材料制成#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在体内最

终分解为水和二氧化碳#可以避免二次手术可能带来的感

染#组织粘连等并发症#也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痛苦与经济负

担$ 有试验表明#可吸收钉的初始强度是松质骨的 '% -$%

倍#在体内植入 ', 周后强度才下降到松质骨水平&,'

#这一特

性完全能够满足固定的要求$

术后我们常规在切口内放置引流条#桡骨小头骨折为囊

内骨折#易引起关节积血#瘀血不易吸收#常常会导致肘关节

的粘连#甚至出现肘部骨化性肌炎$

由于关节内骨折复位要求高#所以手术最好在H型臂监

视下进行#既可以了解骨折的复位情况也可以准确掌握钻孔

的方向#避免了反复钻孔导致的固定不可靠$

总之#应用切开复位可吸收钉固定治疗桡骨小头骨折#

具有固定可靠#避免二次手术的优点#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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