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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颈骨折空心钉内固定后股骨头坏死相关因素的
"#$%&'%(回归分析

"

!黄志荣!张强!胡和军!马泽仁!万春虎!!江西省南昌市洪都中医院!南昌 ))***+"

摘要!目的!探讨股骨颈骨折后股骨头坏死危险因素" 方法!对 ,--. 年 - 月/.*** 年 ,. 月间#我院创伤骨科治疗的 ,*0 例新

鲜股骨颈骨折患者病例进行研究#通过计算机1#$%&'%(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单因素 "#$%&'%(回归模型分析 - 项观

察指标年龄$234567分型$复位质量$钉位结果$内固定是否取出等 8 个指标对股骨头坏死有影响#差异有显著性%!9*:*8&"

1#$%&'%(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股骨头坏死的危险因素有!年龄$复位质量$234567 分型 %!9*:*8&#其余指标均无统计学

意义" 结论!年龄$234567分型是判断股骨颈骨折后股骨头坏死的一项重要指标#与骨折复位质量具有相关性"

关键词!股骨颈骨折'股骨头坏死'相关因素'1#$%&'%(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本文就股骨颈骨折空心钉内固定后股骨头坏死

相关因素作"#$%&'%(回归分析#期望找到创伤性股骨

头坏死有力的预测指标$

,!一般资料

,--. 年 - 月 /.*** 年 ,. 月间#我院创伤骨科

治疗的 ,*0 例新鲜股骨颈骨折患者#年龄 ,) /<*

岁#平均 =8:. 岁#其中 9=* 岁 =, 例#=* /0* 岁 8)

例# ?0* 岁 ,. 例%男性 0< 例#女性 )- 例$ 骨折的

234567分型&@型 ) 例#,@型 ). 例#@@@型 =) 例#@A

型 .+ 例$ 所有病例均行空心钉内固定手术#受伤至

手术时间 . /< 天#平均 ):+ 天$ 手术方法&所有病

例均行 ) 枚空心钉固定$ 随访期限 ., /0. 个月#平

均 =):< 个月$

股骨头坏死诊断标准诊断参照 B#7'等提出的

国际诊断标准$

.!统计学方法

根据文献和临床观察结果#选择可能影响股骨

头坏死的 - 个因素#将各指标进行量化赋值#见表

,$ 全部资料输入 CDEC"表格#统计分析包括卡方

检验'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统

计学分析采用 FGFF H#4I%75#J&1,:8 软件$

)!结果

):,!单因素"#$%&'%(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对 - 项观

察指标进行统计学处理#发现年龄'234567 分型'复

位质量'钉位结果'内固定是否取出等 8 个指标对股

骨头坏死有影响#差异有显著性!!9*:*8"$ 其余

指标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

表 ,!股骨头坏死相关因素量化赋值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名 赋值及含义

是否坏死 K 否L*#是L,

性别 D, 男L*#女L,

年龄!岁" D.

#

0* L*# ?0* L,

手术时机!天" D)

#

) L*# ?) L,

术前牵引 D= 否L*#是L,

复位质量 D8 非解剖复位L*#解剖复位L,

术后完全负重时机!月" D0 ) /0 L*# ?0 L,

234567分型 D< ,'. L*#)'= L,

钉位结构 D+ 非倒品结构L*#品字结构L,

内固定是否取出 D- 否L*#是L,

表 .!单因素的"#$%&'%(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变量名 变量名称 M D. I G CNO!M"

性别 D, *:)-) *:0) *:)+- *:8)) *:0<8

年龄 D. P*:-8< *:=<- ):-+0 *:*=0 *:)+=

手术时机 D) P,:.)8 *:0<< ):).- *:*0+ *:.-,

术前牵引 D= *:)=, *:8+0 *:))- *:80, ,:=*0

复位质量 D8 P,:88, *:0<, 8:)= *:*., *:.,.

术后负重时机 D0 P,:,*0 *:8<< ):0+ *:*88 *:)),

234567分型 D< P,:<=8 *:0)< <:8,< *:**0 *:,<8

钉位结果 D+ P.:-<8 *:+0= ,,:,<) *:**, *:*0,

内固定是否取出 D- *:**= *:**, 0:0.- *:*,= *:.)

):.!多因素的"#$%&'%(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将各变

量通过1#$%&'%(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得出股骨

头坏死的危险因素有&年龄'复位质量'234567 分型

!!9*:*8"#见表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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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多因素的"#$%&'%(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变量名 变量名称 QM D. !

年龄 D. ,8:8+< ,=:.*, *:**,

复位质量 D8 ,<:*-) ,8:<*0 *:***

234567分型 D< ,8:++, ,=:=-8 *:**,

=!讨论

空心加压螺纹钉是 .* 世纪 +* 年代始用于股骨

颈骨折的内固定器械$ 通过大量研究表明#良好的

闭合复位空心钉固定治疗股骨颈骨折的疗效是肯定

的#但股骨颈愈合后股骨头坏死的发生率却没有明

显下降),'.*

$ 我们根据所研究的病例特点#选择了 -

个可能与股骨头坏死相关的因素#采用通用的1#$%&R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探讨$ 本组病例股骨头坏死

的主要原因与年龄'234567 分型'复位质量'钉位结

果'内固定是否取出有关$ 多因素 1#$%&'%(回归模型

分析结果也显示与肺心病死亡率相关的危险因素有

年龄'复位质量'234567分型 ) 个指标$

在所选择的 - 个指标中#单因素和多因素1#$%&R

'%(回归模型分析没有显示出性别'手术时机'术后

负重时机和术前牵引与股骨头坏死相关$ 受伤后的

复位时间在以往的文献中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

素$ 但由于某些方面的限制#随访中患者在 ,. 小

时'甚至 =+ 小时内进行的复位手术很少#本研究所

选病例均在 < 天之内#故只能把 <. 小时来作为分界

点分析#结果表明在 <. 小时前后复位的患者股骨头

坏死率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术前牵引的主要目的在

于减少患肢移动#以降低骨折端移位或移位加重的

可能$ 但术前牵引往往不能有效控制患肢的旋转#

皮牵引更有可能使肢体处于伸直内旋位#加重对股

骨头血运的危害$ 本研究分析没有就是否过牵以及

牵引体位等因素分级讨论#因此未有显著性意义#有

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大部分研究表明股骨头缺血坏

死多数在股骨颈骨折已愈合并负重行走开始后出

现#对于非负重下活动的病例往往仅发现有骨质疏

松表现#因而认为是负重行走引起了股骨头的坏死$

本研究病例在股骨颈骨折已愈合后负重#时间一年

内也未有显著性意义$

单因素1#$%&'%(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年龄'234567

分型'复位质量'钉位结果'内固定是否取出等 8 个

指标对股骨头坏死有影响$ 股骨颈骨折后股骨头坏

死发生率随年龄增加而降低$ 青少年'青壮年股骨

颈骨折后股骨头坏死发生率最高#主要由于青少年'

青壮年的骨质坚韧#较大暴力才发生骨折#股骨颈骨

折造成的错位及血管损伤均较严重$ 老年人的发病

率低#主要由于老年人骨质强度低于年轻人#造成骨

折的暴力相对小#血供破坏的程度相应较轻$ 骨折

234567分型提示股骨颈骨折移位程度是股骨头发

生坏死的主要影响因素$ 骨折移位越明显#血管损

伤越严重#越容易发生股骨头坏死$ 临床研究表明

若术后D线片显示非解剖复位#则实际骨折断端的

重合程度不到 8*S#骨折断端周围血供所受的剪应

力会明显提高#即使原本残留在股骨颈表面的血供

也会遭到破坏#这样就不能达到保护残存血供的目

的))*

$ 而良好复位后部分已破坏的血供也可在股

骨颈骨折表面通过爬行的方式重新建立#同时在骨

骼内部也给骨小梁的再塑提供了条件$ 姚双权

等)=*认为内固定物会引起股骨头内压力增高#从而

增加坏死几率$ 但有学者发现空心钉能够诱导骨的

生长和爬行#对股骨头也有一定的支撑作用#在拔除

空心钉后#以上作用消失#从而加速股骨头软骨面的

塌陷$ 本研究发现拔钉对股骨头坏死的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但由于拔钉时间基本为 ,+ /.= 个月#这可

能与股骨头本身发生坏死和塌陷的时间有所重叠#

故尚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用倒等腰三角

形构型比正等腰三角形构型固定获得更好的抗压和

体现其最大垂直载荷性能的生物力学效果$ 另外固

定物螺钉不应进入股骨头的后上部#否则会损伤外

骺动脉的上部分支#而此区即为负重区$

本研究选取通用的 1#$%&'%(回归模型进行多因

素分析#钉位和内固定是否取出多因被去除且没有

进入"#$%&'%(回归方程#甚至不能单独和复位质量构

建方程#说明它在多因素影响下的作用不明显$ 所

以其在多因素影响下的作用还需进一步研究$ 本组

患者中#复位质量'年龄'234567 分型多因素模型比

单因素模型对结果的估计准确率要高#同时也能了

解各因素对结果影响的作用大小!即 Q;值"#符合

多重危险因素的流行病学分析#从而提高了预测疾

病预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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