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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固定支具固定治疗内收型肱骨外科颈骨折早期疗效观察

郑 豪 ，
洪财斌 ， 陈峰

黄岩中医院骨伤科 ，
浙江 台州

摘要 目的 ： 观察外 固定 支具外固 定治疗 内 收型肱骨外科颈骨折早期的 临床疗 效 。 方法 ： 将 例 患者随机分为 组
，
观察

组 例 应 用外 固定支具 固定 ，
对照组 例 应 用 小 夹板 固 定 ，

比较 组 治疗后骨折症状改善情 况及愈合率 。 结果 ： 治疗后 组患

者疼痛 、 肿账 、
瘀斑积分均较治 疗前明 显下降 ，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 观察组上述各项积分下 降较对照组更显著 （

治疗 后 月 ，
治愈率观察组为 对照组 为 ， 组比较 ， 差异有显箸性意 义 （

结论 ： 早期应 用 外固

定支具 固定治疗 内 收型 肱骨外科颈骨折可 以减 少 患者疼痛 、 肿胀以及瘀斑症状 ， 提 高早期治愈率 ， 值得 临床推广

关键词 内收型肱骨外科颈骨折 ； 外 固 定治 疗 ； 外 固定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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肱骨外科颈是松质骨 与皮质骨交界部位应 力集 中 的部位 ， 临床资料

多 由于不慎跌倒后直接暴力 或者间接暴力 撞击而 出现骨折 ， 是
一

般资料 观察病例 均为 年 月
一

年 月

肱 骨上端 的
一

种 比较严重 的骨折类型、 肱骨外科颈骨折
一

般 在本院骨科 收治 的 例 内 收型肱骨外科颈骨折患者 ， 其中 男

分为 型 外展 型 、 内 收型以及裂纹 骨折 。 其 中 内 收型骨折 例 ， 女 例
， 年龄 岁 ， 平均 ± 岁 ， 骨折

相 对稳定性较差 ， 骨折后 常合并 肩 关节局部 活动 受限 、 肿 胀 、 位置 左侧骨 折 例 ， 右侧骨折 例 。 临床表现 肩 关节

疼痛等症状 ， 严重影响预后 。 因此
，
为 了探讨外 固定支具外固 局部肿胀 、 疼痛 、 功 能活动 障碍 ， 局部压痛 、 纵 向叩击疼痛 ，

定相对小夹板固定的优势 ，
笔者采用 中医手法整复后外固定支 可触及骨擦音 、 异常活动感 。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 组。

具或小夹板外固定治疗肱骨外科颈内 收型骨折 ， 并作疗效对比 观察组 例 ， 男 例 ， 女 例 ， 平均年龄 土 岁 。 对照

观察 ，
结果拫道如下。 组 例

， 男 例
，
女 例

， 平均年龄 土 岁 。 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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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比较 ，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具有可比性。 可
，
上肢旋转较健侧相 差

° °

其余活动基本正 常 。 未

纳 入标准 ①有外伤暴力 史 ， 所有患者经 线肩关节摄 愈 骨折不愈合或畸形愈合 ， 上肢旋转较健侧相差
°

以上 ，

片确诊为 内 收型肱骨外科颈骨折 ；

（ ；不伴有肱骨头脱位及大结 其余活动基本正常 ， 伴有肩部疼痛 。

节骨折的 闭合性骨折 ； ③所有患者骨 折时间为 天
， 均 为 组治 疗 前后症状积分比较 见表 。 治疗后 组患者疼

新鲜骨折
；

④所有患者均如期复诊 。 痛 、 肿胀 、 瘀斑积分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 ，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

治疗方法 义 观察组上述各项积分下降较对照组更显箸 。

手 法复位 组患者均行相 同 的手法复位 。 患者取端坐

位 ， 屈肘
°

， 保持前臂中 立位 ’ 两助手分别位于患者前后两
——

组治

二
』后症状积

，，
较 七

）

——色

侧 ’

一位将特制长条纱布绕过腋窝 向上提拉 ， 另
一

位握紧患者
“

：
一“ — — —

肘部并牵拉 ，

纠正缩短移位
， 术者此时两手拇指按住骨折外侧 观察 组

±

并 向 内 侧推 ， 其余 指拉远端 向外 ， 若 复位可感觉 骨擦音 。

— ± ° ± °

最后让患肢屈財 ，
术者轻叩击尺骨鹰嘴处 ，

使断段紧密嵌插 。
顧 组

观察组 采用 外固定支具 固定 。 将患者患肢外敷棉质毛
与 同 组治 组 匕较 ，

巾后置于外固定支具上 ， 适宜松紧度勒紧 固定带 ， 固定肩 关节
②

在外展
°

、 前屈
°

位置 。

对照组 采用小夹板 固定 。 将患者患肢外敷棉质毛 巾后 ，

组治 疗后 月 临床 疗效比较 见表 。 治疗后 月 ， 治

采用上臂超肩关节 块夹板外固 定 ，
小夹 板均置于 小压垫 ，

愈率观察组为 对照 组为 组 比较 ， 差异

用 条横 带将夹 板捆 紧 ， 超 肩 关 节处用 条横 带再 固 定 。
有显著性意义 。

将患肢固 定于 外展 位 ， 用三 角 巾 兜于胸 前 ， 注意腋 窝下垫
主 。

浦想
表 组治疗后 月 临床疗效比较

°

组 别 治愈 好转 未 愈 治 愈 率 总 有效 率
功能锻炼 所有患者整复 固定后经 线检査对位 良好 ，

观察 组

一 一

开始指导患者进行手指 屈伸和前臂轻旋等锻炼 。 配合活血化

疲中 药 口 服 。 处方 ： 当 归 、 丹参 、 桑枝各
， 桃 、 续断 、

与 对照组治 疗后 比较 ①
骨碎补 、 黄柏各 ，

乳 香 、 没药 、 甘草各 ， 赤芍 。

’

每天 剂 ， 水煎 ， 分 次服。 至 周后 ， 拆除 固定 ， 指导
组治疗 后 月 临床疗 效比较 见表 。 洽疗后 月 ， 治

患者适 当 进行肩部各方 向 功能活动 ’ 并循序渐进上肢负重练 愈率观察组为 ，
对照组 为 ，

组 比较
，
差异

习
， 同 时配合中 药洗剂熏洗患肩 ， 每天 次 。 月后指导患者

无显著性意义 。

加大活动 范围 ，
进行肩部各方向主动功能活动 ， 以患者轻度疲

主 。表 组治疗后 月 临床疗效比较
力 力且 °

组 别 治 愈 好转 未 愈 治愈率 总 有 效率

观察项目与统计学方法
观察组

一

观察 项 目 ①治疗 周 后作骨折症状评分 ， 参照 《中 药
对照组

新药 临床研究 指导原则 试 行 》 标准评定 。 度疼痛 ： 疼痛
：

轻 ， 可忍 受 ， 计 分
；

度疼痛 ： 疼痛较重 ， 不 影响 睡眠 ， 讨论

计 分 ； 度疼痛 ： 疼痛难忍 ，
影 响睡眠 ， 计 分 。 丨 度肿 根据肱骨外科颈解 剖学特点 ，

其位于解剖颈下

胀 ： 肿 胀轻 ， 触之软 ， 计 分 ； 度肿胀 ： 肿胀 明显 ， 触之 处 ， 是较容易发生 骨折 的位置 。 目 前最主要的治疗方法是保

较硬 ， 计 分 ； 度肿胀 ： 肿胀严重 ，

触之硬 ， 计 分 。 丨 度 守治疗 ，
因该处骨折的横断面积较大 ， 在充分复位后 ，

断端接

瘀斑 ： 色 浅 ， 面积 计 分
；

度瘀斑 ： 色 较深 ，
触面积较广 ， 而周 围血液循环 比较丰 富 ，

故具有较高愈合率 。

面积在 之间 ， 计 分 ；

丨 丨 丨 度瘀斑 ： 色深 ， 面积 在内 收和外展骨折分型中 ， 内 收型相对外展型较为不稳定 ， 容

计 分 。 ②治疗后 月 、 月评定临床疗效 。 易 出 现移位 。 笔者通过 内收型肱骨外科颈骨折探讨外固定支具

统计 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 表示 ， 采用 《 检验 ； 计数 固定治疗效果 。

资料采用 检验 。 肩 关节周 围肌肉较为 丰富 ， 但关节囊和韧带比较松弛 ， 骨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折移位使结节间沟失去平滑而致肱二头肌长头腱粘连 ；

同时局

疗 效标准 参考文献 】
拟定 。 治愈 ： 骨折愈合 ， 线片 部出血 、 机化 、 吸收过程极易导致周 围软组织发生粘连 ， 加之

示对位对线良好 ， 功能及外形完全或基本恢复 。 好转 ： 骨折愈 长期固定
，
更容 易 出现 肩凝

，
严重地影响肩 关节活动 。 因此

，

合
，

线 片示对位对线尚满意或骨折复位欠佳 ， 但功能恢复尚 为 了避免并发肩周炎 ， 患者一定要依据医师要求进行早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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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
， 随着骨折愈合程度好转 ， 适 当 增 加锻炼强度 。 比较 外科颈骨析 】 ）

可北医学 ， ，

组治疗 周前后骨折症状 ，

显示应用外 固定支具治疗 内 收型
【

严峻 超肩 关节长臂石膏托结合小 夹板治疗 型肱骨外

肱骨外科预骨折较小夹板治疗在疼痛 、 肿胀以及瘀斑方面均有 科颈骨折 中国 当代医药 ，

优势 组治疗 月后随访 ，
应用 外固定支具冶疗 的 中 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 则 试 行 】 北京 中 国医药

治愈率优于对照组 ， 说明早期应用外 固定支具固定 科技 出版社 ，

有利于肩关节功能 的恢复 冶疗 月后随访 ，
组治愈率差异 】

熊昌 盛
， 李逸群 ， 吴峰 ， 等 手法复 位结合外展架 固 定

无显著性意 义 说明骨折临床愈合后 ， 正确进行 肩 治疗 内 收型肱骨外科颈 骨折 丨 中 国 中 医 骨伤科杂 志 ，

关节功 能锻炼 ，
其功能均能显著改善 。 因 此 ， 早期应用外固定 ⑵

支具固定治疗内 收型肱骨外科颈骨折可以减少患者疼痛 、 肿胀 李红专 ， 李盛华 手法复位小夹板与外 固定支具外 固定

以及瘀斑症状 ， 提高早期治愈率 ，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 冶疗 内 收型肱骨外科颈骨折 例 中 国 中 医骨伤科

杂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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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用虫类药治疗骨质疏松症 例疗效观察

李丽萍

南京 中医药大学附属泰州 中医院 ， 江苏 泰州

摘要 目的 ： 观察重 用 虫类 药 治乃 骨质疏松症的 临床 疗效 方法 ： 选择骨质疏松症 患者 例 随机分为 组各 例
，

治乃组

重 用 虫 类 药 汤剂 治 疗
，
对照组使用骨化三醇加碳酸钙 片 治 疗

，
疗程为 月

，

观察 组 治疗前后骨密度 （ 的 变化及不 良反

应 结果 ： 总有效率 冶疗 组为 对照组 为 组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 （ 。 治 疗组 值治疗 后较治疗

前显著升高 （ 与 对照组比较
，
差异也有显著性意义 （ 。 组患者检查血 、 尿常规 ，

肝 、 肾功 能 ， 均在正常 范

围 结论 ： 重 用 虫 类 药治 乃 骨质疏松症疗 效显著 ，
无明显不 良反应 ， 值得临床推厂 应 用 。

关键词 骨质疏松症 ； 中 药疗 法 ；
虫类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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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质疏松症 是指全身 骨量减少 ，
骨微细结构退化 ，

继 例 ， 男 例 ， 女 例 ， 平均年龄 ± 岁 ， 原 发性

而引起骨强度下降和骨折风险增 加为特征 的疾病 。 可分为 例
，
类风湿关节炎 例

，
系统性红斑狼疮 例

，
成人

原发性 、 继发性和特发性三大类 ，
其中 原发性和 继发性 多 斯蒂尔病 例 ， 硬皮病 例 。 对照组 例 ， 男 例 ， 女

见 。 笔者重用虫类药组成中 药汤剂治疗 患者 ， 取得了 较好 例 ， 平均年龄 ± 岁 ， 原发性 例 ，
类风湿 关节炎

的 临床疗效 ， 结果报道如下。 例
， 系统性红斑狼疮 例

，
成人斯蒂尔病 例 ， 硬皮病

临床资料 例 。 组
一

般资枓 比较 ，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 具有可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均为 年 月
一

年 月 期 比性 。

间在本院住院的 患者共 例
，
其中 原发性 例

， 类 病 例 选择 诊断标准参照 年推荐的标准

风湿关节炎 例 ， 系 统性红斑狼疮 例 ， 成人斯蒂尔病 骨密度 厂 值 《 则可诊断 为骨质疏松症 。 排除

例 ， 硬皮病 例 。 根据患者就诊顺序随机分为 组。 治疗组 ①严重心肝肾功 能不全者 ， ②年龄忘 岁 ，
或 岁 ， ③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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