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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干骨折合并胸部损伤患者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术式和手术

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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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干骨折合并胸部损伤是一种常见的+值得重视的多发

伤类型&股骨干骨折合并胸部损伤的发病率逐年上升#早期内

固定手术能够缩短患者卧床时间#减少褥疮+肺炎+深静脉血栓

或畸形愈合等并发症#降低致残率和死亡率,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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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内钉固定是

治疗股骨干骨折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但早期盲目进行髓内钉内

固定术#可能会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对于合并胸部损

伤的患者#是否能早期行髓内钉内固定术一直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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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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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选择
HIIP

年
J

月至
DKHK

年
HK

月本院收治

的股骨干骨折合并胸部损伤患者
ODB

例#男
DCO

例#女
PO

例$

年龄
HL

&

PD

岁$交通伤
HPL

例#高处坠落伤
HKC

例#塌方伤
OJ

例&其中
DPL

例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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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有效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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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法
!

患者入院后按损伤控制原则处理#开放骨折

变开放为闭合#早期骨科采用骨牵引#外固定支架#石膏托固定

等治疗#伤后
J

&

HK(

的窗口期&等患者伤情稳定后行髓内钉

内固定术治疗#均为扩髓髓内钉手术#手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

闭合或开放复位$伤情不稳定者采用外固定架固定#延期'伤后

O

周后(行扩髓髓内钉手术&术后密切观察血压+呼吸+心率+

体温+血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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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手术效果良好#术中+术后患者均未出现脂肪栓塞综

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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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内钉内固定术是治疗股骨干骨折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无

论是否为开放性骨折#带锁髓内钉都是治疗股骨干骨折的标准

方法#而对于多发伤患者#尤其是合并胸部损伤时是否能早期

扩髓行髓内钉固定一直存在争议&大量实验和临床证据表明#

在手术过程中会使髓腔内压力增高#这会引起介质释放和肺栓

塞&肺栓塞可以通过经食管行超声心动图检查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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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些不良反应可导致肺功能的快速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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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认为#髓

内钉'尤其是扩髓后穿钉(会导致髓内压升高#使髓腔内脂肪进

入血液循环及肺部#从而加重或损害肺功能#严重时可导致脂

肪栓塞综合征'

RE<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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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主张
#

期固定,

CAJ

-

&而

另一些学者则持相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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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主张对多发伤患者的长骨

骨折#特别是股骨干骨折#进行早期固定有好处&这些好处包

括"便于护理和早期翻身活动+改善肺功能+缩短呼吸机使用时

间+降低病死率和并发症发生率&早期的手术固定不仅可以避

免多发伤治疗中经常存在的矛盾#给全身治疗和护理带来方

便#而且由于骨折断端得到确实固定#从而减少了
RE<

及其他

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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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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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早期'伤后
DC.

内(扩

髓髓内钉固定术患者的病死率是
L0H\

#延期'伤后
DC.

后(扩

髓髓内钉固定术患者的病死率是
C0K\

&早期扩髓髓内钉固

定会引起髓内压上升和骨髓腔内脂肪进入血循环#加重已有的

肺损伤#触发肺部并发症&不主张伤后
DC.

对伴有胸部伤的

长骨骨折进行扩大髓腔手术#主张对于此类患者应早期采用非

扩髓的固定方式#或延期行扩髓固定&

对严重多发伤患者进行分阶段手术的观念在欧洲已被大

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有研究认为#无论患者的情况如何#都应

该对股骨干骨折进行髓内钉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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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多发伤患

者#无论有无胸部损伤#都能安全地进行髓内钉手术&本研究

遵循股骨干骨折合并胸部损伤患者进行分阶段手术的观念#采

取外固定架等进行临时固定#经过周密计划#在伤后
J

&

HK(

的窗口期#胸外科专科情况稳定后行髓内钉手术治疗#均为扩

髓髓内钉手术&但是如果患者处于濒死状态+血流动力学不

稳+氧合差#就只能进行外固定架固定治疗#不会为了追求生物

力学稳定而使用髓内钉&

股骨干骨折合并胸部损伤的治疗一直存在两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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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其他损伤可能对股骨干骨折髓内钉固定'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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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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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继发真菌感染 肝酶升高尿素肌酐升高 皮疹 胃肠道出血

实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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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呼吸机广泛应用于呼吸衰竭患者的抢救#

S̀4

为

机械通气的主要并发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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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是指无肺部感染的呼吸

衰竭患者#在气管插管或者气管切开行机械通气治疗
CP.

以

后发生的肺部感染&

S̀4

的发生率为
HP0K\

&

BK0K\

#病死

率高达
JK0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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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4

的发生导致患者的病情复杂化#易造

成脱机困难#延长住院时间#增加住院费用#严重者危及生命#

大大增加病死率&多数资料表明#

S̀4

致病菌以革兰阴性杆

菌占多数#最常见细菌为假单胞菌属+不动杆菌属+克雷伯菌

属+肠杆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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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革兰阳性球菌#主要为金黄色葡萄球

菌+表皮葡萄球菌+粪链球菌$真菌感染比例也较高&

美罗培南属于碳氢酶烯类#是一种超广谱抗生素,

OAJ

-

&为

避免延误患者病情#本研究选用此抗生素作为吸入性治疗药

物&国内+外研究显示#静脉滴注美罗培南'

JKK=

*

(

H0J.

后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药物浓度为
K0DIL=

*

%

/

#血药浓度峰值

为
DI0CL=

*

%

/

#即肺部的有效药物浓度为血药峰浓度的
HK0

K\

左右,

B

-

&考虑到吸入剂在肺部沉积率仅
HK0K\

左右,

L

-

#故

选用
HK=

*

美罗培南作为单次吸入剂量&使用改良的雾化吸

入装置#以减少抗生素泄露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本研究中#对

照组给予美罗培南每次
JKK=

*

#

O

次%天#静脉注射#以保证治

疗效果$目前抗生素吸入治疗效果还不甚明确#为保证在雾化

效果不佳的情况下避免延误患者治疗#实验组也给予美罗培南

每次
JKK=

*

#

D

次%天#静脉注射&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小剂量的抗生素多次吸入治疗可以

替代一次静脉注射#不影响治疗效果#且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

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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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的影响#盲目进行了髓内钉内固定手术#从而造成了一些

严重的后果$'

D

(过分担忧其影响#使本应该进行髓内针内固定

手术的患者#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降低了愈合率及患者生

活质量&到底是选择早期手术还是延迟手术#早期手术是选择

外支架固定还是坚强髓内钉内固定等#依然存在争议&在选择

治疗方案时要根据自己医院的实际情况#谨慎地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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