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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克氏针'重建接骨板及锁定加压接骨板内固定方式治疗
:4U-5<45*7

'

*C

型锁骨中段骨折临床疗效%方

法
!

选取
*++,

年
J

月至
*+!#

年
J

月该院收治的
!#+

例锁骨中段骨折患者!分为
7

'

C

'

)

组!

7

组采用克氏针内固定治疗!

C

组采

用重建接骨板内固定治疗!

)

组采用锁定加压接骨板内固定治疗%比较
M

组患者切口长度'手术用时'术中出血量'骨折愈合时

间'术后
)45<3253OE0.1;

>

评分'

G7('

评分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等%结果
!

7

'

)

组患者切口长度'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均显

著优于
C

组"

%

&

+L+#

$!

)

组患者骨折愈合时间'术后活动度'肌力及日常生活评分'并发症发生率'术后
G7('

评分均显著优于

7

'

C

组"

%

&

+L+#

$%结论
!

锁定加压接骨板治疗
:4U-5<45*7

'

*C

型锁骨中段骨折可有效减少手术创伤!缩短骨折愈合时间!减

少术后并发症%

$关键词%

!

内固定器(锁骨骨折(克氏针(重建接骨板(锁定加压接骨板

$中图法分类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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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我国锁骨骨折患者人数占肩部骨折患

者的
M#Q

!

K+Q

#占全身骨折患者的
,Q

!

JQ

#其中超过

I#Q

发生于锁骨中段+

!

,

'而保守治疗锁骨中段骨折效果欠佳#

部分合并移位患者骨折延迟愈合及骨不连风险居高不下+

*

,

'

近年来随着骨科内固定技术发展#克氏针*重建接骨板及锁定

加压接骨板成为锁骨治疗的常用手术方案+

M

,

#但对于何种方案

可使患者获得更好的临床收益尚缺乏相关研究证实'本研究

旨在探讨采用克氏针*重建接骨板及锁定加压接骨板内固定治

疗
:4U-5<45*7

*

*C

型锁骨中段骨折临床疗效及安全性差异#

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L!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J

月至
*+!#

年
J

月本院骨科收

治的
!#+

例
:4U-5<45*7

*

*C

型锁骨中段骨折患者#以不同的

内固定方式分
M

组#每组各
#+

例'

7

组患者男
MK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M#LKJf#LK+

"岁#受伤至手术平均时

间!

MLI*f!L+K

"

9

$根据骨折位置划分#左侧
*I

例#右侧
*M

例$

依据
:4U-5<45

分型划分#

*7!

型
I

例#

*7*

型
"

例#

*C!

型
*!

例#

*C*

型
!M

例'

C

组患者男
K*

例#女
J

例#年龄
!J

!

,K

岁#

平均!

K+LJ,f#LKI

"岁#受伤至手术平均时间!

MLJ+f!L+,

"

9

$

根据骨折位置划分#左侧
*"

例#右侧
*!

例$依据
:4U-5<45

分

型划分#

*7!

型
I

例#

*7*

型
!+

例#

*C!

型
!"

例#

*C*

型
!K

例'

)

组患者男
MM

例#女
!I

例#年龄
*M

!

J,

岁#平均!

#!LK+f

#LKJ

"岁#受伤至手术平均时间!

ML,,f!L+#

"

9

'根据骨折位置

划分#左侧
*+

例#右侧
M+

例$依据
:4U-5<45

分型划分#

*7!

型

#

例#

*7*

型
I

例#

*C!

型
!J

例#

*C*

型
*+

例'纳入标准)!

!

"

经影像学检查确诊锁骨中段骨折$!

*

"符合
:4U-5<45*7

*

*C

型

诊断标准+

K

,

$!

M

"闭合性骨折$!

K

"骨折至手术时间小于或等于

I9

$!

#

"研究方案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

"患者及家属知情

同意'排除标准)!

!

"病理性骨折$!

*

"合并肩胛骨骨折*胸锁及

肩锁关节脱位$!

M

"骨折前患影响肩关节功能疾病$!

K

"开放性

骨折$!

#

"合并周围血管神经损伤$!

,

"精神系统疾病$!

I

"恶性

肿瘤$!

J

"严重脏器功能障碍$!

"

"妊娠哺乳期女性$!

!+

"临床资

,K

重庆医学
*+!J

年
!

月第
KI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计划项目!

*+!,RZ+MI

"'

!

作者简介!鲁成!

!"IK$

"#副主任医师#本科#主要从事脊柱及

创伤研究'



料不全'

M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L+#

"#具有可比性'

!L"

!

方法

!L"L!

!

分组
!

将研究对象分为
7

*

C

*

)

组#

7

组采用克氏针内

固定#

C

组采用重建接骨板内固定#

)

组采用锁定加压接骨板

内固定'

!L"L"

!

治疗
!

均采用全身麻醉#于手术台摆放仰卧位#且于患

侧肩关节下垫枕'

7

组患者采用克氏针内固定治疗#即
c

射

线透视下确定骨折位置#作长
!L#

!

*L+/8

横行切口#有效暴

露骨折断端#将直径
*88

克氏针从骨折远端髓腔穿出皮肤#

再按原路退回骨折远端行骨折复位#最后于骨折近端髓腔逆行

打入克氏针并穿过骨皮质完成固定'

C

组患者采用重建接骨

板固定治疗#即
c

射线透视下确定骨折位置#作长
J

!

!+/8

弧形切口#有效剥离骨膜及周围组织#并对骨折位置进行复位#

置入接骨板完成内固定'

)

组患者则采用锁定加压接骨板固

定治疗#即
c

射线透视下确定骨折位置#作长
M

!

#/8

横行切

口#对骨折复位满意后以克氏针临时固定#用骨膜剥离器在皮

下深筋膜与骨膜间分离出皮下隧道#经隧道穿过骨折部位#将

钢板置锁骨前上方#用一块相同长度钢板在皮外定出远*近螺

钉置入的位置#行
c

射线透视确定骨折复位及钢板位置良好

后根据骨折类型给予加压并完成内固定'

!L"L#

!

观察指标
!

指标如下)!

!

"记录患者手术相关临床指

标水平#包括切口长度*手术用时*术中出血量及骨折愈合时

间#计算平均值'其中以
c

射线检查可见骨痂通过骨折线且

骨折线接近消失作为骨折愈合判定标准$!

*

"关节功能评价采

用
)45<3253OE0.1;

>

评分和
G7('

评分+

K

,

'其中
)45<3253O

E0.1;

>

评分包括疼痛!

!#

分"*活动度!

K+

分"*肌力!

*#

分"及

日常生活!

*+

分"

K

项#分值越高提示关节活动功能恢复效果越

佳'

G7('

评分包括
MK

个条目#每个条目分值
!

!

#

分#分值

越高提示关节活动功能恢复效果越差$!

M

"术后随访
!*

个月#

记录包括皮肤刺激症状*骨折愈合延迟*皮肤感觉异常*内固定

断裂及内固定移位等并发症发生率'

!L#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F((*+L+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用
LfG

表示#比较采用
H

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

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L+#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L!

!

M

组患者手术相关临床指标水平比较
!

7

*

)

组患者切口

长度*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均优于
C

组!

%

&

+L+#

"#

)

组患

者骨折愈合时间显著短于
7

*

C

组!

%

&

+L+#

"#见表
!

'

表
!

!!

M

组患者手术相关临床指标水平比较'

LfG

(

组别
-

切口长度

!

/8

"

手术用时

!

8-5

"

术中出血量

!

8V

"

骨折愈合时间

!

9

"

7

组
#+ *L##f+L,#

U

*#L*#fMLIJ

U

M*L*#f#LM!

U

"!L##f!+L*,

C

组
#+ IL#,f!LM! K!L!Kf,L*M ,+LM+f!+L#* "ML*,f!!L+J

)

组
#+ KL#+f+LI+

U

M,LMJfML,J

U

#*LM,f#LKI

U

J!LI#fJL!!

2U

!!

2

)

%

&

+L+#

#与
7

组比较$

U

)

%

&

+L+#

#与
C

组比较

"L"

!

M

组患者术后
)45<3253OE0.1;

>

评分比较
!

M

组患者术后

疼痛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L+#

"#但
)

组患者术

后活动度*肌力及日常生活评分均显著高于
7

*

C

组!

%

&

+L+#

"#

7

组和
C

组患者术后活动度*肌力及日常生活评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L+#

"#见表
*

'

表
*

!!

M

组患者术后
)45<3253OE0.1;

>

评分比较'

LfG

&分(

组别
-

疼痛 活动度 肌力 日常生活

7

组
#+ !ML",f*LK! M#LJ,f,LMI *KL+"f#L!, !JL#,fML*M

C

组
#+ !KL+#f*LK, M,L,Mf,L#I *KL!Mf#L+I !"L!+fMLK#

)

组
#+ !KL+Kf*LM" M"LJ,fILIJ

2U

*KL!If#L*+

2U

!"LI"fKL!!

2U

!!

2

)

%

&

+L+#

#与
7

组比较$

U

)

%

&

+L+#

#与
C

组比较

"L#

!

M

组患者术后
G7('

评分比较
!

M

组患者术后
G7('

评

分分别为!

#ILM!fJL*M

"*!

##LI"fIL,M

"和!

KMLJ!f#L*!

"分'

)

组患者术后
G7('

评分显著低于
7

*

C

组!

%

&

+L+#

"#

7

组

和
C

组患者术后
G7('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L+#

"'

"L$

!

M

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

)

组患者术后并发症

发生率显著低于
7

*

C

组!

%

&

+L+#

"#

7

组和
C

组患者术后并发

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L+#

"#见表
M

'

表
M

!!

M

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组别
-

皮肤刺激

症状!

-

"

骨折愈合

延迟!

-

"

皮肤感觉

异常!

-

"

内固定断

裂!

-

"

内固定移

位!

-

"

术后并发症

发生率!

Q

"

7

组
#+ * * * + M !JL++

C

组
#+ * * K * + *+L++

)

组
#+ ! + + + + *L++

2U

!!

2

)

%

&

+L+#

#与
7

组比较$

U

)

%

&

+L+#

#与
C

组比较

#

!

讨
!!

论

!!

锁骨骨折临床治疗方案主要包括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传

统保守治疗方案主要采用0

J

1字绷带或锁骨带固定#但复位效

果和固定稳定性难以保证#骨折畸形愈合及不愈合率较高#部

分人群可达
!#Q

!

!JQ

#严重影响肩部关节美观性及活动功

能+

#OI

,

'因此#锁骨骨折手术内固定治疗被越来越多应用于临

床'克氏针方案具有操作简便*价格优势*手术创伤小及恢复

时间短等优势#但内固定稳定性欠佳#难以有效抵抗外力弯曲

和旋转作用#术后极易发生骨折移位*畸形愈合甚至不愈合+

J

,

'

已有研究显示#重建接骨板螺钉内固定用于锁骨中段骨折治疗

具有良好固定稳定性#术后骨折移位发生率不足
#Q

#但手术

过程中可能因骨膜剥离范围较多#术后骨折部位修复及骨折愈

合时间明显延长#部分患者甚至出现外侧皮神经损伤及继发周

围皮肤感觉功能障碍#而骨折不愈合率亦居高不下+

"

,

'

近年来随着骨折固定治疗观念及患者需求不断提高#骨折

外科手术方案选择已逐渐由
7P

(

7(&T

原则转为生物固定原

则+

!+

,

'锁定加压接骨板内固定方案与克氏针及重建接骨板相

比#在具有微创优势的同时还能够保证固定稳固性#更为符合

生物固定原则'锁定接骨板内固定治疗锁骨中段骨折主要以

锁骨
(

形解剖特点为依据#于锁骨前中至中外
!

(

M

交接处完成

内固定#其具有以下优势+

!!O!M

,

)!

!

"术中完成内固定操作步骤更

为简便#手术用时较其他内固定术式缩短$!

*

"术者对于骨折端

骨膜剥离范围更小且程度更轻#可有效避免骨折端血运干扰#

加快术后骨折愈合速度$!

M

"锁定加压接骨板属于生物固定原

则#螺钉和钢板间存在成角稳定界面#放置锁定加压钢板是不

完全接触骨骼#不依赖钢板与骨骼间的摩擦力#完全符合生物

学力学原理$!

K

"利用微创
E&FFP

技术植入#由于螺钉锁扣在

接骨板上#不会将骨折块拉向接骨板#因此内固定不需要过多

的塑形#仍可维持骨折复位状态#而内固定与骨折端间的缝隙#

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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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可减少对骨折端血供的影响#加快骨折愈合进程'本研究结果

证实)!

!

"

:4U-5<45*7

*

*C

型锁骨中段骨折患者行锁定加压接

骨板内固定方案安全性优于克氏针及重建接骨板内固定两种

方案$!

*

"锁定加压接骨板内固定用于
:4U-5<45*7

*

*C

型锁骨

中段骨折具有操作简便*手术创伤小及术后恢复快等优势#有

助于促进肩关节活动功能恢复#提高日常生活质量'

分析本研究并发症发生率#可得出以下结论)!

!

"锁定螺钉

与钢板完全匹配无突起#从而降低了皮肤刺激症状发生+

!#

,

$

!

*

"研究中出现
!

例皮肤刺激症状可能与螺钉锁定不够出现

0冷凝结1有关'重建接骨板内固定方案中出现
M

例皮肤刺激

症状#笔者认为骨折部位脂肪层较薄*螺钉较浅表是主要诱因$

!

M

"克氏针及重建接骨板内固定治疗中均出现皮肤感觉异常#

这与医源性锁骨上神经损伤密切相关'同时克氏针不能有效

抵抗外力弯曲*旋转及尾部弯曲度不足并向内侧移动是造成骨

折延迟愈合重要原因之一+

!,

,

#而行重建接骨板内固定患者骨

折延迟愈合则可能与骨膜剥离范围过多有关$!

K

"三组患者术

后疼痛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L+#

"#与以往研究

结果不一致+

!K

,

#笔者认为这可能与软组织损伤程度*年龄及纳

入样本量少等因素有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综上所述#锁定加压接骨板内固定方案治疗
:4U-5<45

*7

*

*C

型锁骨中段骨折可有效减少手术创伤*缩短骨折愈合

时间*改善术后肩关节活动功能#并有助于避免术后并发症出

现#临床价值优于克氏针及重建接骨板内固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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