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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克氏针内固定术及微型钢板内固定术联合

赤参壮骨汤治疗手部骨折的病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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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应用克氏针内固定术及微型钢板内固定术联合赤参壮骨汤治疗手部骨折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２０１０
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铁煤集团总医院收治的手部骨折患者６０例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
组，每组３０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克氏针内固定术治疗，观察组采用微型钢板内固定术治疗；２组均于术后３ｄ给予赤参壮
骨汤治疗，连续应用２个月，并于术后定期随访６个月。比较２组治疗后手部功能恢复情况、临床指标骨代谢情况；统计
随访过程中２组骨折愈合情况。结果：治疗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手部功能优良率分别为９０００％、６６６７％，观察组手部功能
优良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手术时间长于对照组，总主动屈曲度高于对照组，骨折愈合时间及住院时间
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１）。治疗后２组血清ＢＧＰ、ＯＰＧ、ＢＭＰ２、ＩＧＦⅠ等指标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均Ｐ＜００１），但２组
间上述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随访过程中观察组骨折延迟愈合及感染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结论：与克氏针内固定术术比较，微型钢板内固定术治疗手部骨折的临床疗效更加良好，对手部功能的干扰更小；
在手术的基础上联合赤参壮骨汤可显著提升患者骨形成指标水平，有利于骨折的康复。

关键词　手部骨折；克氏针内固定术；微型钢板内固定术；赤参壮骨汤；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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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部骨折中掌指骨骨折最为常见，且患者多为
复杂性损伤，骨折可造成多种精细动作障碍，因此选

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对骨折后的手部功能恢复极为重

要。传统掌指骨骨折的内外固定材料主要为克氏

针、钢丝配合石膏、支架等，其中克氏针内固定术应

用最为广泛，但存在稳定性较差、术后并发症多等缺

陷；微型钢板内固定术可在解剖复位的基础上充分

加固骨质，对关节面的破坏较轻，同时微型钢板在表

面刚度、稳定性方面具有优势，利于骨折愈合，但仍

有较多患者术后手部功能恢复欠佳，预后不良，因此

如何更加有效促进手部骨折患者康复是临床的一大

难题［１２］。近年来中医药在骨折中的应用逐渐频繁，

中医在促进骨折愈合及恢复关节功能方面取得较好

效果［３］，赤参壮骨汤可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在骨折

延迟愈合的治疗中具有显著优势［４］，但关于其治疗

手部骨折的研究较为匮乏。本研究旨在应用克氏针

内固定术及微型钢板内固定术联合赤参壮骨汤治疗

手部骨折的临床疗效。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
期间于铁煤集团总医院就诊的手部骨折６０例，依据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３０例。观
察组中男２２例，女８例；年龄１８～５５岁，平均年龄
（２９０４±１０５２）岁；骨折部位：掌骨骨折１６例，指骨
骨折１４例；骨折类型：开放性骨折１９例，闭合性骨
折１１例。对照组中男２３例，女７例；骨折部位：掌
骨骨折１５例，指骨骨折１５例；骨折类型：开放性骨
折２１例，闭合性骨折９例。２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
辽宁省调兵山市铁煤集团总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

准［伦理审批号：（２０１７）伦审第（１１）号］。
１２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依据为《骨科学》［５］中手
部骨折的相关诊断标准，并结合患者体征、影像学检

查结果确诊；中医诊断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

准》［６］。

１３　纳入标准　符合上述中西医诊断标准者；Ｘ线
检查结果显示手部２处骨折部位不在同一纵轴线掌
指骨上者；近期未行其他外科手术者；邻近部位肌腱

及组织未受累者；自愿加入本研究，患者及其家属对

手术内容及目的知情同意等。

１４　排除标准　骨折波及关节面或骨折块较小难以
耐受内固定术者；重要器官功能存在异常者；对本研

究所用药物存在过敏反应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等。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治疗中主动退出研究或失
去联系者；治疗中途擅自加入其他临床研究者等。

１６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克氏针内固定术
治疗，其中急诊手术１０例，择期或限期手术２０例。
对开放性骨折患者进行清创，适当延长伤口，充分显

露骨折部位，进行复位；闭合性骨折者行闭合复位，

复位后对照组所有患者均行克氏针内固定术，患者

均在Ｃ形臂Ｘ射线机透视下进行克氏针内固定术，
克氏针可选择单根、双根或多根，直径 ０８～２０
ｍｍ，术中选择适宜角度进针，双根或多根克氏针之
间可平行、可交叉，术中应确保骨折复位良好，骨折

端固定可靠，尽量避免跨关节固定。观察组采用微

型钢板内固定术治疗，急诊手术１２例，择期或限期
手术１８例：骨折复位固定的操作与对照组一致，根
据骨折部位及形态选用直型、“Ｌ”或“Ｔ”型微型钢板
以螺钉内固定。

术后第３ｄ２组患者均接受常规治疗，包括预防
感染性抗生素、骨营养物质或促进骨折愈合药物，同

时指导家属为其提供高钙物质，适当抬腿；在常规治

疗的的基础上联合应用赤参壮骨汤进行治疗，取赤

参、熟地黄各１５ｇ，山萸肉、仙茅、淫羊藿、淮山药、补
骨脂、杜仲、怀牛膝、枸杞子各１２ｇ，以水煎煮浓缩至
３００ｍＬ，１剂／ｄ，每天早晚温服，连续服用２个月，并
定期随访６个月。治疗的同时进行关节微动训练，
先被动再主动，逐渐增强患掌指功能。

１７　观察指标　１）治疗后（术后２个月）统计２组
患者临床疗效；２）记录并比较２组手术时间、总主动
屈曲度、骨折愈合时间、住院时间；３）分别于治疗前
（术后１ｄ）、治疗后采集 ２组患者空腹肘静脉血 ３
ｍＬ，经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取上清，检测其血清
中骨钙素（ＢＧＰ）、护骨因子（ＯＰＧ）、骨形成蛋白
（ＢＭＰ２）、胰岛素样生长因子Ⅰ（ＩＧＦⅠ）等骨形成
标志物水平；４）于随访结束后统计２组骨折愈合情
况，包括骨折延迟愈合、伸腱肌断裂、感染及局部炎

性反应等发生率。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于治疗后采用美国手外科协
会评分（ＴＡＦＳ）［７］评估２组患者手部功能，２５指掌
关节至指间关节及拇指掌关节至指间关节的总主动

屈曲度均＞２２０°为优、１８０～２２０°为良、＜１８０°为差，
优良率＝（优＋良）例数／总例数×１００％。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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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行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行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与对照组
手部功能优良率分别为９０００％、６６６７％，观察组优
良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优 良 差 优良率

观察组（ｎ＝３０）１６（５３３３）１１（３６６７） ３（１０００） ２７（９０００）△

对照组（ｎ＝３０） ８（２６６７） １２（４０００）１０（３３３３） ２０（６６６７）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临床指标比较　观察组手术时间长于对
照组，总主动屈曲度高于对照组，骨折愈合时间及住

院时间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１）。见表２。
２３　２组手术前后血清骨形成标志物水平比较　
　　治疗后２组血清中 ＢＧＰ、ＯＰＧ、ＢＭＰ２、ＩＧＦⅠ等
指标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Ｐ＜００１），但２组
间上述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２组骨折愈合情况比较　随访期内观察组发
生２例（６６７％）骨折延迟愈合、１例（３３３％）伸腱
肌断裂、１例（６６７％）感染及２例（６６７％）局部炎
性反应；对照组发生７例（２３３３％）骨折延迟愈合、１
例（３３３％）伸腱肌断裂、６例（２０００％）感染及２例
（６６７％）局部炎性反应。观察组骨折延迟愈合及感
染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目前临床认为手部骨折（即掌指骨骨折）的治

疗中谨遵解剖复位、有效可靠的固定及及早行功能

锻炼对患者手部功能的恢复至关重要，因此手部骨

折治疗过程中如何有效保护手部血运及软组织成为

临床研究重点［８］。

手术治疗掌指骨骨折仍以克氏针内固定术和微

型钢板螺钉内固定术最为多见，其中克氏针应用时

间已久，具有操作简便、创伤小、骨折端血运受影响

轻、经济性好等优点，但其稳定性差，对骨折部位无

加压作用，且不能控制旋转，粉碎性骨折患者术后易

发生短缩；克氏针内固定术对关节面的破坏也较大，

使得患者不得不推迟功能锻炼，不利于手部功能恢

复［９１０］。比较于克氏针内固定术而言，微型钢板内

固定术中用到的材料组织相溶性较好，板钉固定系

统的稳定性更强，因此对骨折端的加压效果更好，患

者骨折对位更佳，骨折端缝隙更小，固定更加牢靠，

从而使得手部骨折尽早愈合［１１１２］。吴一秡等［１３］研

究认为，掌骨及近节指骨近中段周围组织较为疏松，

应用微型钢板进行固定时对肌腱的影响相对较小，

且伤口处于闭合状态，钢板不外露，减少感染风险及

对手部活动的干扰，固定后患者可更好地行功能锻

炼，手部功能恢复更加理想。但也有部分报道［１４１５］

称，微型钢板内固定术中需切开和剥离骨折端软组

织，因此对软组织损伤较大，从而影响骨折端血运，

尤其对近节指骨远段及中节指骨的功能干扰较大。

本研究中治疗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手部功能优良率分

别为９０００％、６６６７％，观察组优良率显著高于对照
组；观察组手术时间长于对照组，总主动屈曲度高于

对照组，骨折愈合时间及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随访

期间观察组骨折延迟愈合及感染的发生率显著低于

对照组，上述多项结果共同均提示微型钢板内固定

术治疗手部骨折虽手术时间较长，但其临床效果优

于克氏针内固定术。

表２　２组临床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手术时间（ｍｉｎ） 总主动屈曲度（°） 骨折愈合时间（ｄ） 住院时间（ｄ）

观察组（ｎ＝３０） ３９３３±１６９５ １４８４４±９０６８ ５１６３±３１７ ５１４±２０６

对照组（ｎ＝３０） ２４７１±１２０７ １３１７６±３６５２ ６０８７±２１３ ６９３±２３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表３　２组手术前后血清骨形成标志物水平比较（珋ｘ±ｓ，ｐｇ／ｍＬ）

组别 ＢＧＰ（ｎｇ／ｍＬ） ＯＰＧ（ｐｇ／ｍＬ） ＢＭＰ２（ｐｇ／ｍＬ） ＩＧＦⅠ（μｇ／ｍＬ）

观察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３２６±０４４ ５０２±０６３ ７４２０±１０４７ ７０３５±１００２
　治疗后 ６１５±０９３ ８２４±０９８ １１６１５±１３６３ ９８１０±１１２７

对照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３３０±０５２ ４９９±０７０ ７５９８±１１４２ ７０４４±９９６
　治疗后 ６１０±０８７ ８１７±１１２ １１５８０±１２８１ ９７１９±１１５８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

·７１０３·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第１３卷第１２期



　　手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骨折
术后若未及时有效干预，往往会对手部功能及相关

精细工作造成障碍，严重者可引起畸形。近年来骨

折术后给予中医药治疗引发临床关注，中医药在治

疗骨折延迟愈合及肢体功能康复方面取得一定疗

效［１６］。中医学认为，骨折部位的愈合主要与肝肾有

关，若机体肝肾不足、湿热内生、气血亏虚，久而久之

则导致精气不足、筋骨失养，最终造成愈合困难，加

之骨折术后较多患者患肢疏于运动，血液运行不畅，

也会对骨折部位的康复造成影响，因此骨折术后的

康复治疗原则为补益肝肾、清热化湿、活血化瘀

等［１７１８］。本研究应用的赤参壮骨汤方中，赤参活血

化瘀、通络止痛、清心凉血、消肿化湿；熟地黄滋阴补

血、益精填髓，山茱萸温补肾阳、滋补肝肾，二者共同

温肾补肾、益精填髓；淫羊藿温补肾阳、通经活络；仙

茅亦可温肾补阳，同时祛寒湿、强筋骨；淮山药辅助

脾胃运化水谷精微，补足气血的同时助生肌肉；补骨

脂壮阳、固肾、健脾；杜仲补肝强肾、强壮筋骨；枸杞

子养血、补精、滋补肝肾，同山药共同发挥补肾健脾

的功效；牛膝性善下行、补肝肾、壮腰膝。全方诸药

共奏补肝益肾、强壮筋骨、健脾和胃、滋补气血的作

用［１９］。赤参壮骨汤方主要由补肾药物组成，“肾主

骨，生髓”，方中众多补肾强骨类中药可提高成骨细

胞活性与数量，调控成骨细胞与破骨细胞的平衡，从

而促进患者基质钙化，有利于骨折部位新骨形

成［２０］。本研究结果中，治疗后 ２组血清中 ＢＧＰ、
ＯＰＧ、ＢＭＰ２、ＩＧＦⅠ等指标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升
高，但２组间上述指标无显著差异，提示在微钢板内
固定术的基础上给予赤参壮骨汤方可提高手部骨折

患者骨形成标志物水平，对骨折的愈合有一定帮助。

综上所述，与克氏针内固定术比较，微钢板内固

定术治疗手部骨折对患者手部功能的损伤更小，稳

定性更好，术后患者康复更快；在手术基础上联合应

用赤参壮骨汤可提升患者骨形成标志物水平，但鉴

于本研究选取样本量有限，因此需进一步扩大研究

规模以确定其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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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赵勇．桡骨远端骨折中西医论治的思考［Ｊ］．中国骨伤，２０１６，２９

（１）：１３．

［１７］曾展鹏，周驰，李康活，等．补肾接骨中药对骨折修复的成骨作

用及机制［Ｊ］．中国组织工程研究，２０１５，１９（１５）：２４４２２４４８．

［１８］赵勇，董青青，秦伟凯，等．中医综合康复对桡骨远端骨折治疗

后关节功能恢复的病例对照研究［Ｊ］．中国骨伤，２０１７，３０（１）：

４２４６．

［１９］吴志方．补肾活血汤对髌骨骨折术后的影响及 ＭＳＣｓ迁移的分

子机制的研究［Ｄ］．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７．

［２０］汪玉中．赤参壮骨汤治疗骨折延迟愈合及骨折不愈合临床观察

［Ｊ］．四川中医，２０１７，３５（６）：１４１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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