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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每年有上百万的髋关节疾患患者因全髋关节置换

术扔掉拐杖#重新恢复行走能力#其手术入路有前方入路*前外

侧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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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侧入路*后外侧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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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常用的

手术入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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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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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报道两种手术入路各有优缺

点)但对两种手术入路行全髋关节置换术的比较国内少有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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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出现
!

例感染#手术两年后行翻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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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脱位#前外侧组无脱位发生)两组患者切口长度*

手术时间*住院时间*髋臼假体前倾角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两组手术后关节脱位率比较#虽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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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髋关节置换术在现今取得辉煌的成绩#它的应用可以使

得很多患者摆脱长期疼痛的困扰#并且重新恢复行走的能力)

全髋关节置换术是一种手术#手术就存在手术切口的问题)全

髋关节置换术的手术切口入路众多#常见的入路有前方入路*

+'+

*外侧入路*

*'+

#各方入路又有几种改良的手术入路)其

中最常用的手术入路是
+'+

和
*'+

)本文对此两种手术入

路进行了比较)

+'+

即
.E10630)̀63/0

入路#笔者采用侧卧

位#切口起自髂前上棘外下方
"#9J:

#向下外经大转子的外侧

面至大转子基底下方
9J:

处止#从阔筋膜张肌与臀中肌间歇

至关节囊'

!

(

)此切口对髋臼与股骨上端的显露也比较好#对肌

肉的损伤较小#有利于早期功能恢复'

"

(

)

*'+

即
X662

入路#该入路切口自髂后上棘外下方约
!$

J:

处开始#与臀大肌纤维平行#向远侧外侧延伸到大转子后

缘#然后与股骨干平行再向远侧延长
!$

$

!%J:

)此切口通过

切断外旋短肌暴露髋关节#临近坐骨神经#因而也容易损伤坐

骨神经)

本研究发现#两种手术入路的手术中出血量无显著差异)

有些学者研究认为全髋关节置换术的出血主要来源于骨面和

骨髓腔#因此各种手术入路的失血量都差不多)本研究也证实

虽然两种入路的手术切口长度有差异#但失血量相似#与上述

学者的观点一致)

在手术后脱位方面#既往关于
KCE235/

F

髋关节置换术的

研究结果显示初次髋关节脱位可发生在假体存在的任何时间#

因此#累积脱位率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

(

)文献报道全髋

关节置换的手术后脱位率为
%U

'

A

(

#

*'+

脱位率为
9#@U

#

+'+

的脱位率为
"#%U

'

9)&

(

#手术入路是导致手术后关节脱位的因

素之一'

?

(

)笔者对研究患者进行了
!&

$

%&

个月的随访#结果

显示
*'+

的脱位率为
A#%AU

#

+'+

的脱位率为
$U

)假体位

置不良*软组织不平衡是手术后假体脱位的主要原因)而准确

的假体置入#充分的软组织修复可以降低假体的脱位率'

@)=

(

)

本研究的脱位率低于文献报道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随访时间比

文献中的随访时间短)但
+'+

的脱位率明显低于
*'+

的脱

位率这一点是与文献相一致的)脱位最主要是软组织在手术

时的断裂及损伤#如损伤越重则脱位概率越大#前外侧组手术

方法创伤小#破坏正常组织少#因此#脱位发生概率小)另外#

髋关节外伤时发生后脱位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前脱位#在前侧切

口中不破坏后侧肌肉组织#可更好地保留正常结构#防止脱位

的发生)应用前外侧切口进行手术#其前侧组织少*破坏小#其

稳定性好#术后不用任何固定而不用担心脱位问题#有利于其

早期的活动#而早期的活动对于预防深静脉血栓的形成有着重

要的意义)

两组手术切口长度和手术时间比较有显著差异)前外侧

切口的切口短#暴露和缝合的手术时间短#使实际总的手术时

间短)另外由于后外侧切口使用侧卧位#前外侧切口使用的是

仰卧位)根据经验判断#侧卧位摆体位的时间也比仰卧位摆体

位的时间长一些#不过此部分时间没有计算在研究的统计时间

内)如果把这些时间也算在总的手术时间内#那么前外侧切口

的手术时间比后外侧切口的时间还要短)

+'+

的住院时间与
*'+

的住院时间比较有显著的差异#

+'+

的住院时间比
*'+

的住院时间短)应用前外侧切口进

行手术#其前侧组织少*破坏小*早稳定性好#术后不用任何固

定而不用担心脱位问题#有利于早期的活动#而早期的活动对

于预防深静脉血栓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早期的活动

可以使患者过早的学会手术后的康复功能锻炼)因此#

+'+

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较短)

两组手术的髋臼假体前倾角比较有显著的差异)

+'+

的

髋臼假体前倾角比
*'+

的髋臼假体前倾角小)

*'+

由于破坏

了后方的结构为了防止手术后假体关节的后方脱位#通常要使

得髋臼的前倾角加大)

总之#前外侧切口入路与后外侧切口入路是目前行全髋关

节置换术的两种最常用的手术切口)两种切口入路各有优缺

点)除部分肥胖患者外#选择
+'+

行全髋关节置换术#能在相

对较短的切口下和相对较少的手术时间内完成手术#达到缩短

住院时间和减少手术后假体脱位发生的目的)当然#手术医生

也要根据自己的手术入路熟练情况来选择切口#不要强求选择

自己不熟悉的切口进行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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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见表
"

)

A#B

!

脑脊液测定结果
!

见表
%

)由表
%

可以看出#对于一些

微量的
P

8

标本#用免疫散射比浊法可以实现测定#而用免疫透

射比浊法测定就可能会漏掉一些阳性结果表现)

表
%

!!

!$

例脑脊液
P

8

,

测定结果$

Nm*

'

8

&

;

%

样本号
! " % A 9

Y5

F

:

D

H0+b&A$ e e e $#?9 e

Z/JM:E3P::E

8

/@$$ $#A$ $#9A e !#!$ $#&=

!!

e

!无数据)

B

!

讨
!!

论

P

8

是由浆细胞合成和分泌的一组具有多方面微生物活性

的蛋白质分子#是机体内体液免疫的重要效应分子#是具有抗

体活性#能与抗原特异性结合#激活补体等功能的蛋白质#按照

组成结构不同可将其分为
P

8

,

*

P

8

X

*

P

8

+

*

P

8

(

*

P

8

-9

类#其中

P

8

(

*

P

8

-

含量较少#临床上常用
P

8

,

*

P

8

X

*

P

8

+

水平测定作为

评定机体体液免疫功能的一项重要指标#其含量可因疾病而大

量增减)免疫比浊法是目前临床上测定血清
P

8

+

*

P

8

,

和
P

8

X

的主要方法#包括透射比浊法和散射比浊法)两种方法的测定

原理和仪器不同#其结果有所差异)免疫透射比浊法主要检测

抗原
)

抗体复合物所形成的浊度#本实验中用
Y5

F

:

D

H0+b&A$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该分析仪具有处理能力大*测试速度

较高*标本用量少的优点%免疫散射比浊法是从不同角度测量

抗原
)

抗体复合物微粒的散射光强度和浊度的变化#用
Z/JM)

:E3P::E

8

/@$$

蛋白分析仪检测)一般认为散射比浊法的灵

敏度高*重复性好#但国内研究显示散射比浊法和透射比浊法

准确性*精密度均比较好'

!)"

(

)

本研究比较了免疫散射比浊法和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

P

8

,

*

P

8

X

*

P

8

+

的结果#发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偏差位于临

床可接受范围#说明二者均为
P

8

,

*

P

8

+

*

P

8

X

的可靠测定方法#

与国内研究结果相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应用#使
P

8

的检

测速度大为加快#测定费用略微偏低#可用于常规人群的体检

和一般项目检查)

本研究结果显示#脑脊液
P

8

测定结果中使用免疫散射比

浊法测定出结果较免疫透射比浊法更多#说明抗原
)

抗体反应

形成的复合物颗粒大小不一#对于浊度的形成帮助不一#透射

比浊法测定的是浊度的改变#对于微小颗粒产生的浊度反应微

弱#而散射比浊法多测定了复合物对散射光的改变#微小颗粒

的影响就比较明显)故测定精准度更高的特定蛋白分析仪如

Z/JM:E3P::E

8

/@$$

#其受干扰因素较少#对于疾病的治疗效

果监测和药物治疗效果的监测则更好'

%)A

(

)本实验也提示对于

常规检查中
P

8

测定可选用免疫透射比浊法进行#而对于需要

测定更准确的临床治疗过程中的
P

8

测定#则选用免疫散射比

浊法测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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