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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侧入路内固定治疗４６例累及胫骨平台后柱骨折患者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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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探讨膝关节后侧入路内固定治疗累及胫骨平台后柱骨折的手术方法和近期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８年

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１月该院收治的后侧入路内固定治疗４６例累及胫骨平台后柱骨折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４６例患者均获得随

访，随访时间９～２４个月，平均１３．７个月。无１例发生切口感染、血管神经损伤、内固定松动及断裂，骨折均愈合。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放

射学评分为１０～１８分，平均１５．１分，其中优２１例，良１８例，可５例，差２例，优良率为８４．８％。术后美国特种外科医院（ＨＳＳ）膝

关节功能评分，平均８９．３分，其中优３１例，良７例，可６例，差２例，优良率为８２．６％。结论　后侧入路内固定手术治疗累及胫骨

平台后柱的骨折，具有直视下进行复位固定、符合生物力学、创伤小及临床疗效好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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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胫骨平台骨折为关节内骨折，约占全身骨折的１％，常伴

有不同程度的关节面压缩和移位。而对于累及胫骨平台后髁

的骨折由于其骨折位置偏后，临近血管、神经，难以直视下复位

固定，所以一直是创伤骨科面临的难题之一。若未对后髁骨折

进行有效治疗，常易发生关节面塌陷，导致创伤性骨关节炎和

膝关节功能的严重受限。胫骨平台骨折的形态和分型直接决

定了手术入路和手术方法的选择，选择不当将导致多种并发症

的出现。目前国内外在临床对其分型多采用Ｓｃｈａｔｚｋｅｒ分型和

ＡＯ分型，但均有其局限性。有研究提出，基于ＣＴ的胫骨平台

骨折的“三柱分型”，将胫骨平台分为内侧柱、外侧柱和后侧柱，

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并使临床医生对累及胫骨平台后柱的骨折

有了进一步认识，这一分型方法是对其他分型的有益补充，并

可指导手术入路的选择及内固定方法，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

值［１４］。在临床中通常采用“三柱分型”理论对胫骨平台骨折进

行分型，并将后髁以后十字韧带胫骨附着点为界分为后内侧柱

和后外侧柱［５］。应用Ｃａｒｌｓｏｎ
［６］首创的后内侧、后外侧入路并

选择性结合传统的前内侧和前外侧入路，可沿肌间隙进入直接

暴露骨折，不但损伤小，而且可对后柱骨折进行直视下复位固

定，是手术治疗累及胫骨平台后柱骨折的有效方法，现报道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１月本院手术治

疗累及胫骨平台后柱骨折４６例，其中男３１例，女１５例；年龄

１９～７１岁，平均３８．９岁。致伤原因：车祸伤３３例，高处坠落

伤７例，重物砸伤６例。均为闭合性骨折。合并前十字韧带止

点撕脱骨折４例，后十字韧带止点撕脱３例。受伤至手术时间

２～２１ｄ，平均４．７ｄ。

１．２　治疗方法　术前采用Ｘ线正、侧位片，ＣＴ扫描及三维重

建。患者采取全身麻醉或连续硬膜外麻醉。后内侧入路：沿半

腱肌与腓肠肌之间的肌间隙进入，显露半膜肌及其在胫骨内侧

后关节囊的附着处，切开部分半膜肌附着后，自骨膜下剥离显

露胫骨后内侧的关节面。如切口需要向远端延伸，则可部分切

开比目鱼肌的起点，并行骨膜下剥离，以充分显露胫骨近端。

后外侧入路：沿股二头肌腱后缘做一“Ｓ”形切口，切开深筋膜

后，在股二头肌腱内侧脂肪组织中探查并分离腓总神经和股二

头肌腱，将其一起向外侧牵引。从腓肠肌外侧头与比目鱼肌间

隙进入，结扎膝下外侧动脉，骨膜下剥离比目鱼肌的腓骨起点，

并将其与腓肠肌外侧头一起牵至内侧。如肌腱阻挡，可标记

缝线后切断，可显示胫骨平台的后外侧柱及关节囊。切开关节

囊，直视下显露后外侧柱骨折的情况。骨折显露后，对胫骨平

台塌陷者通过骨折间隙或软骨面下２ｃｍ处开小骨窗撬拨复

位，必要时辅以克氏针临时固定，并针对腔隙骨缺损处的大小

选择自体骨或异体骨植骨处理。术中及时行“Ｃ”臂透视，判断

骨折复位情况。术后即刻抬高患肢，并辅以冰敷。依据骨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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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骨折复位情况及术中内固定情况给予不同的术后处理。术

后第１天即行股四头肌功能锻炼及踝、趾关节屈伸锻炼；１周

后行ＣＰＭ膝关节屈伸练习，每日２次。术后３周患肢不负重

扶拐枚行走，３～５个月后Ｘ线片证实骨折一期愈合后可逐渐

负重行走。而对于伴有十字韧带损伤者，术后长腿支具固定，

术后４～６周再行关节功能锻炼。

１．３　疗效评定　术后即刻依据关节面塌陷、髁部变宽及是否

存在成角畸形等对患者进行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放射学评分
［７］，最高

１８分，最低０分。术后２周、６周、１２周、６个月、１年复查，摄

片观察骨折复位固定及愈合情况。关节功能评估采用美国特

种外科医院（ＨＳＳ）膝关节评分系统
［８］：疼痛３０分、功能２２分、

活动范围１８分、屈曲畸形１０分、肌力１０分、关节稳定性１０

分。总分１００分，大于或等于８５分为优，７０～８４分为良，６０～

６９分为可，小于或等于５９分为差。

２　结　　果

４６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９～２４个月，平均１３．７

个月。无１例发生切口感染、血管神经损伤、内固定松动及断

裂，骨折均愈合。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放射学评分为１０～１８分，平均

１５．１分，其中优２１例，良１８例，可５例，差２例，优良率为

８４．８％。ＨＳＳ膝关节功能评分，平均８９．３分，其中优３１例，良

７例，可６例，差２例，优良率为８２．６％。

　　Ａ：术前Ｘ线片示左胫骨平台骨折，三柱分型不明确；Ｂ：水平面ＣＴ示内侧柱、外侧柱、后外侧柱骨折；Ｃ：矢状面ＣＴ示后外侧柱塌陷；Ｄ～Ｅ：术

中采用前外侧＋后内侧切口暴露，对后外侧柱进行了有效的支撑、固定。

图１　　患者术前、中、后的Ｘ线片和ＣＴ片

３　讨　　论

３．１　骨折的分型　胫骨平台后髁骨折是膝关节处于半屈位或

屈位时遭受垂直或内外翻应力，平台后髁受到股骨髁撞击所

致［９］。后方骨折发生后，原始骨折线走行由位于矢状面改变为

冠状面。既往骨折分型多依据Ｓｃｈａｔｚｋｅｒ分型和 ＡＯ分型描

述，但这两者均是基于对Ｘ线上骨折部位形态进行描述，而对

于后髁的骨折，两种分型均未关注到这一点，因此不利于指导

有胫骨平台后髁骨折的治疗。罗从风等［１］、朱弈等［２］提出基于

ＣＴ的胫骨平台骨折的三柱分型，将胫骨平台分为内侧柱、外

侧柱和后侧柱，使临床医生对累及胫骨平台后柱的骨折有了进

一步认识。在此基础上将后柱再以后十字韧带胫骨附着点为

界分为后内侧柱和后外侧柱，采用不同的手术入路暴露相应的

骨折柱，直视下解剖复位，更有利于指导手术入路的选择。

３．２　手术入路的选择　对于累及胫骨平台后内侧柱的骨折，

如果选择传统的前内侧手术切口暴露内后侧，虽可经侧方显示

骨折端，但势必剥离范围较大，且易损伤内侧副韧带，皮缘易坏

死，且显露范围有限。Ｔｒｉｃｋｅｙ
［１０］１９６８年介绍了窝中线“Ｓ”

型切口，切口显露大，需要广泛解剖窝的神经血管束，易出现

医源性神经、血管的损伤。而采用Ｃａｒｌｓｏｎ
［６］后内侧入路，由半

腱肌与腓肠肌内侧头间隙进入进行复位与固定，并可避免内侧

鹅足的阻挡，显露过程中，重要的神经血管由腓肠肌内侧头保

护，损伤可能性小；另外，此肌间隙入路中肌肉移动性均较大，

可以使胫骨后内侧柱获得充分的显露，手术创伤小。作者应用

该切口显露累及后内侧柱的骨折，暴露充分，取得了较满意的

结果。如合并有胫骨平台外侧柱的骨折，可联合应用传统的前

外侧入路；而对于合并内侧柱的骨折，则可依据术中复位情况

辅之以前内侧或前正中的小切口。而对于累及胫骨平台后外

侧柱的骨折：由于其较为特殊的解剖位置，目前在手术入路选

择上尚存在较大争议［１１１３］。

应用传统的前外侧切口显露后外侧柱骨折时，因腓总神经

和腓骨头的阻挡而使暴露操作较困难。骆宇春［１４］通过前外侧

入路在胫骨髁部开槽。采用撬拨复位平台后外侧骨折，无法直

视下复位，其复位质量不肯定。Ｌｏｂｅｎｈｏｆｆｅｒ等
［１５］于１９９７年

介绍了经腓骨颈截骨入路，分离上胫腓联合，将腓骨头与半月

板胫骨韧带翻向上方，打开关节显露胫骨平台后外侧柱，骨折

固定后再将腓骨头重新固定。该入路不仅需游离腓总神经，还

需在腓骨颈处截骨增加了额外的创伤，使其临床应用受到一定

限制。俞光荣等［１６］应用Ｃａｒｌｓｏｎ提出的改良后外侧入路治疗

后外侧柱骨折６例，获得满意的手术效果，认为其具有暴露清

楚、内固定安放方便、创伤小等优点。理论上采用后外侧入路

时腓骨小头对骨折块显露会产生一定影响，但随着对胫骨平台

后外侧解剖的深入研究，完好无损的腓骨小头并不影响Ｃａｒｌ

ｓｏｎ改良后外侧入路对骨折部位的暴露
［１３］。该入路在腓肠肌

外侧头外侧进入，显著降低了血管神经的损伤风险，且该入路

暴露满意，可直视下对骨折进行复位固定，通过由后向前垂直

于骨折线固定骨折更符合 ＡＯ固定原则。应用该切口显露累

及后外侧柱的骨折，取得了较满意的结果。如合并有胫骨平台

内侧柱和（或）外侧柱的骨折，可联合应用前内侧入路和（或）前

外侧入路；而对于后内侧柱合并后外侧柱的骨折，可先采用后

内侧切口进行暴露，但如暴露后外侧柱骨折有困难时，可加以

后外侧入路进行联合暴露。两切口相距较远，不会造成切口和

皮瓣的坏死。本组后内侧柱伴后外侧柱骨折３例，有２例采用

后内、后外联合入路；后内侧柱、后外侧柱伴外侧柱骨折７例，

也有２例采用了联合入路。这４例在术中均是先采用后内侧

入路进行暴露，但因后外侧柱骨折较为偏外，暴露、复位及固定

均存在困难，便采用后外侧入路进行联合暴露，取得了较为满

５４３２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７月第４２卷第２０期



意的结果。Ｃａｒｌｓｏｎ
［１７］已经在这方面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

３．３　内固定材料的选择　胫骨平台后柱解剖轮廓不规则，干

骺端移行区弯度较大，钢板难以精确塑形来与骨折端贴附，临

床上尚无符合该解剖特点的内固定物［９］。因此，导致了内固定

选择的多样性，有研究直接用拉力螺钉固定，也有研究用重建

钢板、“Ｔ”形钢板、“Ｌ”形钢板及剪去顶端尖头的三叶草钢板等

进行预弯后进行支撑固定，均取得满意效果［１８１９］。而 Ｚｅｎｇ

等［２０］通过体外胫骨平台后柱骨折对不同内固定方式的生物力

学实验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后方“Ｔ”形支撑钢板固定后方骨折

承载支撑力最大，骨折块移位最小，而单纯拉力螺钉的固定强

度最差。俞光荣等［１６］认为膝关节在屈曲时应力较集中，拉力

螺钉无法承受如此强大的剪切力，所以主张采用支撑钢板固

定，以达到更佳的力学效果。本研究采用螺钉固定６例，３．５

ｍｍ“Ｔ”形钢板固定２７例，重建钢板固定１３例，均取得较满意

效果，术后未发生复位丢失和螺钉断裂，作者认为术中选择适

当长度的螺钉行双皮质固定是螺钉有效固定的关键。但因病

例数较少，有待进一步生物力学及临床验证。

目前，国内外文献均将胫骨平台后髁作为整体进行讨论，

针对性不强。作者在“三柱分型”理论基础上将后柱再分为后

内侧柱和后外侧柱两个亚型，分别采用经关节后内或后外入路

进行暴露，直视下复位固定骨折，针对性更强，取得较满意的近

期效果。但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通过对病例的临床特点、手

术方法及手术效果的观察，阐明一种观点，未设对照组，结论有

一定局限性；另本文是基于小样本的研究，随访时间也偏短，其

结论还有待生物力学、解剖学的验证和大宗病例的支持。

参考文献：

［１］ 罗从风，胡承方，高洪，等．基于ＣＴ的胫骨平台骨折的三

柱分型［Ｊ］．中华创伤骨科杂志，２００９，１１（３）：１２７１１２７２．

［２］ 朱弈，罗从风，杨光，等．胫骨平台骨折三柱分型的可信度

评价［Ｊ］．中华骨科杂志，２０１２，３（３２）：２５４２５９．

［３］ ＨｕＹＬ，ＹｅＦＧ，ＪｉＡＹ，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ｍａｇｉ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ｔｉｂｉａｌ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Ｊ］．Ｉｎｊｕｒｙ，２００９，

４０（１２）：１２８２１２８５．

［４］ＢｒｕｎｎｅｒＡ，ＨｏｒｉｓｂｅｒｇｅｒＭ，ＵｌｍａｒＢ，ｅｔ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ｔｉｂｉａｌ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ｄｏｅ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

ｇｒａｐｈｙ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Ｉｎｊｕｒｙ，２０１０，

４１（２）：１７３１７８．

［５］ 胡勇，尹宗生，张辉，等．累及后柱骨折的胫骨平台骨折的

手术治疗［Ｊ］．中华骨科杂志，２０１２，３２（１２）：１１３８１１４４．

［６］ＣａｒｌｓｏｎＤＡ．Ｂｉｃｏｎｄｙｌａｒ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ａｓｐｅｃｔｏｆ

ｔｈｅｔｉｂｉａｌ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ｃａｓｅｒｅｐｏｒｔａｎｄ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ＪＢｏｎｅＪｏｉｎｔＳｕｒｇ（Ａｍ），１９９８，８０（７）：１０４９

１０５２．

［７］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ＰＳ．Ｔｉｂｉａｌｃｏｎｄｙｌａｒ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ｏｆ

ｋｎｅｅ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ａ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Ｊ］．ＪＢｏｎｅＪｏｉｎｔＳｕｒｇ（Ａｍ），１９７３，５５（７）：１３３１１３５０．

［８］ＩｎｓａｌｌＪＮ，ＲａｎａｗａｔＣＳ，ＡｇｌｉｅｔｔｉＰ，ｅｔａｌ．Ａｃｏｍｐａｒｓｉｏｎｏｆ

ｆｏｕｒ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ｔｏｔａｌｋｎｅｅ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ｅｓ［Ｊ］．Ｊ

ＢｏｎｅＪｏｉｎｔＳｕｒｇＡｍ，１９７６，５８（６）：７５４７６５．

［９］ 陈红卫，赵钢生，潘骏，等．胫骨平台后侧骨折的手术治疗

［Ｊ］．中华骨科杂志，２０１１，３１（３）：２２４２２８．

［１０］ＴｒｉｃｋｅｙＥＬ．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ｃｒｕｃｉａｔｅｌｉｇａ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ｋｎｅｅ［Ｊ］．ＪＢｏｎｅＪｏｉｎｔＳｕｒｇ（Ｂｒ），１９６８，５０（２）：３３４

３４１．

［１１］ＧａｌｌａＭ，ＲｉｅｍｅｒＣ，ＬｏｂｅｎｈｏｆｆｅｒＰ．Ｄｉｒｅｃｔ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ｓｔｅｒｏｍｅｄｉａｌｔｉｂｉａｌｈｅａｄ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Ｊ］．ＯｐｅｒＯｒｔｈｏｐＴｒａｕｍａｔｏｌ，２００９，２１（１）：５１

６４．

［１２］ＬｏｂｅｎｈｏｆｆｅｒＰ．Ｐｏｓｔｅｒｏ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ｉｂｕｌａｒ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

ｔｉｂｉａｌ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Ｊ］．ＪＯｒｔｈｏｐＴｒａｕｍａ，２０１１，２５

（３）：ｅ３１．

［１３］张金利，袁天祥，马宝通，等．后侧入路内固定治疗胫骨平

台后侧骨折［Ｊ］．中华骨科杂志，２０１１，３１（４）：３２６３３０．

［１４］洛宇春．伴前交叉韧带损伤的胫骨平台后侧骨折四例治

疗报告［Ｊ］．骨与关节损伤杂志，２０００，１５（１）：６３．

［１５］ＬｏｂｅｎｈｏｆｆｅｒＰ，ＧｅｒｉｃｈＴ，ＢｅｒｔｒａｍＴ，ｅｔ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ｐｏｓ

ｔｅｒｏｍｅｄｉａｌａｎｄｐｏｓｔｅｒｏ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ｏｆｔｉｂｉａｌｈｅａｄ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Ｊ］．Ｕｎｆａｌｌｃｈｉｒｕｒｇ，１９９７，１００

（１２）：９５７９６７．

［１６］俞光荣，张世民，夏江，等．经后外侧入路治疗胫骨平台单

纯后侧、后外侧骨折的初步报告［Ｊ］．中华创伤骨科杂志，

２００８，１０（３）：２０７２１１．

［１７］ＣａｒｌｓｏｎＤＡ．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ｂｉｃｏｎｄｙｌａｒｔｉｂｉａｌ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Ｊ］．ＪＯｒｔｈｏｐＴｒａｕｍａ，２００５，１９（２）：７３７８．

［１８］苏琦，陈芒，帅军，等．经后路加压螺钉内固定治疗胫骨平

台后髁劈裂骨折［Ｊ］．中华骨与关节损伤杂志，２０１１，２６

（７）：６３８６３９．

［１９］邹海兵，禹志宏，张青松，等．后侧入路拉力螺钉结合支撑

钢板内固定治疗胫骨平台后髁骨折［Ｊ］．中华骨与关节损

伤杂志，２０１０，２５（１０）：９３３９３４．

［２０］ＺｅｎｇＺＭ，ＬｕｏＣＦ，ＰｕｔｎｉｓＳ，ｅｔａｌ．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ｐｏｓｔｅｒｏｍｅｄｉａｌｔｉｂｉａｌ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ｐｌｉｔ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Ｊ］．

Ｋｎｅｅ，２０１１，１８（１）：５１５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１１１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２５）

（上接第２３４３页）

　　 ｔｅｒ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ｖｅｒｓｕ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ｇａｓｔｒｉｃ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

ｃａｎｃｅｒ［Ｊ］．ＩｎｔＪＳｕｒｇ，２０１３，１１（２）：１２２１２７．

［１３］ＭｉＬ，ＺｈｏｎｇＢ，ＺｈａｎｇＤ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ａｒｌｙｏｒａｌ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

ｔｒｉｔｉｏｎ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ｆｔｅｒ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

［Ｊ］．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ＷｅｉＣｈａｎｇＷａｉＫｅＺａＺｈｉ，２０１２，１５（５）：

４６４４６７．

［１４］张亚冰．胃癌全胃切除术后早期肠内营养支持的临床研

究［Ｊ］．重庆医学，２０１１，４０（１６）：１５７９１５８１．

［１５］王宏星，夏艳，邵少英．术前和术后肠内营养对胃癌患者

术后营养状况及免疫功能的影响［Ｊ］．西安交通大学学

报：医学版，２０１１，３２（３）：３７５３７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１１９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２１）

６４３２ 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７月第４２卷第２０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