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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骨裸上骨折伴移位时

神经损伤的观察

葛子钢 范 源 王承式

摘要 复习肪骨骸上骨折中神经损伤的治疗经验以指导临床工作
。

共收治 86 例肚骨裸上骨

折伴神经损伤病例
,

其中挠神经损伤 47 例次
,

尺神经损伤 3 例次
,

正中神经损伤 50 例次
。

因 X 线

片
_

L均有骨折移位及明显的旋转和短缩
,

多数患儿采取了非手术治疗
。

随访的 50 例神经损伤病例

中
, 4 6 例 ( 92 % )经非手术治疗

,

神经功能恢复
。

4 例 (8 % )手术探查后恢复功能
。

因此
,

移位型肪

骨裸上骨折伴神经损伤应以保守治疗为主
。

挠神经损伤的恢复可观察 3 个月
,

正中神经损伤可观

察 2 个月
,

超过恢复时限后应积极进行肌电图检查和手术治疗
。

关健词 前臂损伤 挠神经 尺骨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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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骨骸上骨折是 儿童最常见的骨折
,

神

经损伤是其常见的并发症
,

在认识和治疗
_

L

曾有多种不同的报道 〔‘
一“〕

。

现将笔者的体会

报告如下
。

组 I
、

l 型骨折有 9 62 例
。

对于 有并发症 的病例
,

着重观察了年

龄
、

性别
、

临床症状
、

X 线片结果及转归
。

三种神经损伤的确认都是以运动障碍为

l商 床 资 料
主要标准

,

同时参考感觉检查
。

本组胧骨骸上骨折共 1 4 49 例
,

依如下

方法进行分类[l]
。 I 型

,

肚骨裸上骨折处两

侧骨皮质均相连
,

即青枝骨折
; l 型

,

骨折

处仅有后方骨 皮质相连
,

即向前成 角
; 皿

型
,

远近骨折端无皮质相连
,

完全移位
。

本

材料和方法

作者单位
:

10 0 0 3 5 北京
,

积水潭医院小儿外科

本组中有 86 例存在神经损伤
,

占全部
l 、

l 型骨折的 9 %
,

神经损伤与骨折的类型

关系见附表
。

其中挠神经损伤占 54
.

6 %
,

尺

神经损伤占3
.

5 %
,

正 中神经损伤 占58
.

1 %
。

并且测量其 X 线片
,

若以骨折近端宽度 为

10 0 %
,

除 1 例 l 型损伤外
,

余病例的正
、

侧

位 X 线片中
,

至少一个位置上骨折移位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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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 %
,

且多数病例合并明显的旋转和短缩
。

这是造成神经损伤的解剖学基础
。

附表 神经损伤与骨折类型的关系 (例 )

骨折类型 挠神经损伤 尺神经损伤 正 中神经损伤

伸展尺偏型 26 0 12

伸 展挠偏型 9 0 24

屈 曲 型 0 3 0

单纯伸展型 12 0 14

注
:

联合损伤分别记入各自神经损伤组中

合并神经损伤的患儿多数采取了非手术

治疗
,

并取得 了 良好的效果
。

随访的 3 例挠

神经损伤患儿平均恢复时间为2 7
.

5天
,

最长

者 90 天
。

21 例正 中神经损伤患儿平均恢复

时间为 19 天
,

最长 90 天
。

2 例尺神经损伤患

儿恢复时间为 3 天和 1 天
。

除开放性损伤外
,

4 例患儿在伤后 2 一 4

个月因神经损伤症状未改善
,

肌电图证实为

神经完全损伤
,

行神经探查松解术
。

其中 3

例为神经在肘上水平挫伤变细及 (或 )骨膜有

粘连
,

行单纯松解术
; 1 例为神经完全断裂

,

行神经吻合术
。

以上除 1 例失访外
,

其余均

在术后 3 个月内恢复
。

又同时伴有外侧软组织合页不完整
,

这就是

伸展尺 偏型骨折最易发生挠神经损伤的原

因
。

正 中神经走行于肪动脉及肚二头肌键 内

侧
,

当骨折远端向后
、

外侧移位时
,

由于神

经位置相对 固定
,

可造成骨折端对神经的刺

激和牵拉
,

易造成神经损伤
。

尺神经 由于 在肪骨骸上部的尺 神经 沟

内
,

位置相对固定而偏后
。

伸展型损伤发生

时
,

由于后侧软组织合页相对完整
,

损伤较

少见
; 屈 曲型损伤发生 时

,

后侧软组织 撕

裂
,

尺神经易发生损伤
。

从本组病例分析中看到
,

采取保守治疗

时
,

挠神 经损伤的恢复 可观 察 3 个 月 ( 85

天 )
,

正 中神经损伤可观察 2 个 月 (“ 天 )
,

尺神经损伤由于样本太少
,

尚难下定论
。

超

过上述时限应作肌 电图及其他辅助检查
,

确

认是否有手术指征
。

同时
,

伸展尺偏型骨折中应注意是否合

并正 中神经损伤
,

伸展挠偏型骨折 中应注意

是否合并挠神经损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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