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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锁关节脱位和锁骨远端骨折应用 
锁骨钩钢板治疗的临床分析

杜国亮

山东省昌邑市人民医院 山东 昌邑 261300

【摘  要】目的：对于肩锁关节脱位以及锁骨远端骨折病人采取锁骨钩钢板治疗的临床疗效加以探讨。方法：选择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1 月山东省昌邑市人民医院接诊的肩锁关节脱位病人 80 例作为本次课题观察对象，所选病人全部合并锁骨远端骨折，根据病

人进入医院的顺序对其进行分组，其中一组病人接受克氏针治疗，一共 40 例纳入成为对照组，剩余一组病人接受锁骨钩钢板治疗，

一共 40 例纳入成为研究组，对比两组病人的预后情况和肩关节功能评分情况。结果：治疗 6 个月之后，接受锁骨钩钢板治疗的研究

组病人临床整体优良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两者对比差异明显；研究组病人的肩关节功能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两者对比差异明显。结论：

临床中对于肩锁关节脱位合并锁骨远端骨折病人采取锁骨钩钢板进行治疗，能够显著提高临床疗效，改善病人肩关节功能，应该给予

大力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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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骨远端骨折主要是因为间接暴力或直接暴力损伤导致的一

类临床常见疾病，临床中主要对锁骨远端骨折采取克氏针和螺丝

钉进行治疗，但是存在固定不充分等情况，导致此种治疗方法局

限性比较高 [1]。通过锁骨钩钢板开展治疗能够较好地满足生物力

学，此种治疗方法的作用机制为利用契合解剖学要求促进骨折愈

合。文献资料显示，锁骨钩钢板能够帮助加快增强骨单位的内塑

型自身功能，为人体肩关节功能恢复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从而

促进病人锁骨关节痊愈 [2]。文献资料显示，通过锁骨钩钢板治疗，

能够提供所有端需要的持久压力，进一步增强肩锁关节，故为固

定效果。另外，通过锁骨钩钢板能够帮助提供无张力环境，加快

软组织愈合速度，在稳定环境的基础上，能够帮助促进病人韧带

恢复，通过锁骨钩钢板治疗能够帮助肩锁重建空间，此种治疗不

但符合肩锁关节的生理特点，同时能够提供可靠的功能恢复锻炼

基础，帮助病人提高锻炼效果，防止手术之后病人肩关节功能不

良 [3]。锁骨钩钢板治疗和克氏针治疗存在显著差异，前者主要优

势是利用特殊的钢板材料获得理想的治疗效果，无需刚性固定人

体肩关节就能够缓解剪力，在此作用机制下保证肩关节维持在固

定状态，同时此种固定状态存在持续性，可以充分保留病人的肩

关节功能，促进病人关节囊的自我修复。本文选择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1 月山东省昌邑市人民医院接诊的肩锁关节脱位病人 80
例作为本次课题观察对象，对于肩锁关节脱位以及锁骨远端骨折

病人采取锁骨钩钢板进行治疗的临床疗效加以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1 月山东省昌邑市人民医院接诊

的肩锁关节脱位病人 80 例作为本次课题观察对象，所选 80 例病

人全部合并锁骨远端骨折，根据病人进入医院的顺序对其进行分

组，其中一组病人接受克氏针进行治疗，一共 40 例纳入成为对

照组，剩余一组病人接受锁骨钩钢板进行治疗，一共 40 例纳入

成为研究组；对照组中，男 22 例，女 18 例，年龄 25~78 岁，平

均（43.73±6.28）岁，病人中由于交通事故伤引发疾病的 28 例，

由于意外伤引发疾病的 10 例，由于工伤引发疾病的 1 例，由于

运动伤引发疾病的 1 例。研究组中，男 23 例，女 17 例，年龄

25~77 岁，平均（44.36±6.28）岁，病人中由于交通事故伤引发

疾病的 26 例，由于意外伤引发疾病的 11 例，由于工伤引发疾病

的 2 例，由于运动伤引发疾病的 1 例。

关于两组病人的入选标准：病人全部通过临床影像学检查获

得明确诊断，病人在进入医院期间全部存在肩部疼痛等表现症状。

关于两组病人的排除标准：合并其他严重骨折病人。

1.2 方法

1.2.1 对照组病人接受克氏针进行治疗 病人保持仰卧位，

头部朝向健侧进行偏移。为病人提供全身麻醉，选择其肩锁关节

下缘做一弧形手术切口，近端需要长出骨折线 2cm，远端需要处

于肩缝处，依次将皮肤与皮下组织进行切开，使病人的肩锁关节、

骨折断端以及肩峰获得充分的暴露，全部清除骨折碎片以及关节

内部的血肿组织。选择克氏针在病人锁骨远端横行钻一个孔，同

时穿进钢丝，当病人骨折断端获得复位之后，选择 2 枚克氏针，

通过锁骨骨折远端或肩锁关节朝向锁骨近端进行穿入，拉近先前

钢丝，选择钢丝在锁骨上端进行 8 字绕过克氏针尾部，之后进行

扭结，产生张力带，对于克氏针尾部进行折弯，埋进皮下，清理

伤口之后逐层缝合。

1.2.2 研究组病人接受锁骨钩钢板治疗 病人手术体位以及

麻醉方式和对照组一致，为病人做一长度在 8cm 的弧形切口，从

肩缝处开始，顺着病人锁骨后缘将皮下和皮下组织进行切开，使

病人的肩关节以及锁骨远端获得充分的暴露，对于关节腔内部的

软组织和损坏软骨进行清理干净，开展复位。对于病人的患肢进

行向外前方展开，按住病人锁骨远端，针对骨折进行复位或是针

对肩锁关节进行复位，但是注意不可矫正过度，明确病人肩峰下

方安放钢板钩的具体部位，选择钢板的钩布从病人肩峰后插进，

和骨质保证完全贴合钢板，底部以及锁骨保持平贴，选择螺丝钉

对钢板进行固定，对于原锁韧带、关节囊以及肩锁韧带进行修补

与缝合，观察病人的关节活动度，确保复位成功之后对于伤口进

行彻底清洗，最后缝合。

1.3 评价标准

病人接受治疗 6 个月之后，上肢肌力恢复正常，肩部关节活

动正常，不存在任何疼痛感，接受 X 线片检查表明关节解剖复位

理想，间隙显著减少，判定属于优；病人接受治疗 6 个月之后，

上肢肌力得到恢复，肩关节活动范围处于 90°~180°，接受 X 线

片检查表明关节间隙处于 5~10mm，判定属于良；病人接受治疗

6 个月之后，上肢肌力没有任何恢复，关节严重疼痛，肩关节活

动度低于 90°，接受 X 线片检查表明关节部位脱位，判定属于

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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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病人的关节疼痛、肩关节活动范围、日常活动能力、肌

力以及局部形态 5 个方面评价病人的肩关节功能情况，得分与病

人肩关节功能恢复表现为正相关。

1.4 统计学计算

通过对比研究所获得各项数据资料，利用统计学软件进行计

算，计量数据利用均属标准差加以表示，计数数据利用百分数表

示，计算获得的 P 值倘若小于 0.05，代表结果具有统计学差异，

计算获得 P 值倘若大于 0.05，代表结果不存在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治疗 6 个月之后，接受锁骨钩钢板治疗的研究组病人临床整

体优良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两者对比差异明显（P ＜ 0.05），见

表 1；研究组病人治疗之前的肩关节功能评分为（24.36±4.33）分，

治疗之后为（83.38±5.53）分，对照组病人治疗之前的肩关节功

能评分为（24.17±4.49）分，治疗之后为（64.77±4.88）分，研

究组病人的肩关节功能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两者对比差异明显

（P ＜ 0.05）。

表 1  两组病人的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例数 优 良 差 优良率

研究组 40 20（50.0） 16（40.0） 4（10.0） 36（90.0）
对照组 40 8（20.0） 16（40.0） 16（40.0） 24（60.0）

x2 7.910 0.000 9.600 9.600
P ＜ 0.05 ＞ 0.05 ＜ 0.05 ＜ 0.05

3  讨论

锁骨钩钢板比较契合人体锁骨生理解剖特点，能够依照具体

情况进行设计，开展较大程度的塑形，锁骨钩钢板属于辅助肩锁

关节脱位合并锁骨远端骨折疾病的有效治疗方案，并且属于肩锁

关节脱位完全移位的锁骨骨折的有效治疗措施 [5]。以往临床中选

择克氏针开展治疗，但是巨大应力集中到克氏针会引发比较大的

负荷，受到剪力的负面干扰无法获得持久的固定效果，对于解剖

结构恢复不利，同时克氏针治疗会影响病人的康复训练，如果克

氏针太粗，非常容易在康复训练期间引发病人骨质劈裂，提高骨

折的出现风险，肩关节早期训练活动受到克氏针的影响，导致局

限性升高 [6]。锁骨钩钢板对于病人身体造成的创伤比较小，固定

更加牢靠，在对肩锁关节脱位和锁骨远端骨折进行治疗期间，能

够进一步提高病人肩关节活动度，加快病人肩关节功能恢复速度。

锁骨钩钢板通过钢板强度以及杠杆原理，能够有效对抗胸锁乳突

肌肌张力，从而下降固定物质的松动风险和脱落风险 [7]。锁骨远

端骨折由于损伤期间受到重力，引发肩锁韧带断裂以及缘锁韧带

断裂，导致病人肩锁关节水平方向以及垂直方向呈不稳定状态，

因此需要为病人提供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进行治疗。根据本文研

究资料，治疗 6 个月之后，接受锁骨钩钢板进行治疗的研究组病

人临床整体优良率显著高于对照组，研究组病人的肩关节功能评

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由此可见，锁骨钩钢板治疗效果显著高于克

氏针治疗，不但能够保证整体优良率，还可以确保病人肩关节功

能恢复到最佳状态，治疗优势明显 [8]。

综上所述，对于肩锁关节脱位合并锁骨远端骨折病人采取锁

骨钩钢板进行治疗的整体疗效确切，能够显著提高病人的肩关节

功能，具有推行价值。

参考文献

[1]  陈金星 , 王海兵 , 丁勇 , 等 . 超声引导下锁骨上小剂量罗哌卡

因利多卡因混合液臂丛神经阻滞联合全凭静脉麻醉在肱骨近

端骨折手术中的应用[J].中国基层医药,2021,28(7):1092-1095.

[2]  成千亮 , 袁武军 . 解剖锁定钢板结合锚钉固定对 Neer Ⅱ b 型

锁骨远端骨折患者骨折愈合时间及血清骨性标志物的影响

[J]. 临床医学研究与实践 ,2020,5(7):62-64.

[3]  李盛林 . 锁骨钩钢板治疗肩锁关节脱位合并锁骨远端骨折对

患者肩关节功能与炎性因子水平的影响 [J]. 现代医学与健康

研究电子杂志 ,2021,5(10):53-55.

[4]  刘亚君 , 张明哲 , 刘文平 , 等 . 超声引导下锁骨上臂丛神经

阻滞在桡骨远端骨折患者手术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J]. 山东医

药 ,2021,61(11):59-62.

[5]  肖文庆 , 杜海峡 , 程立军 . 锁骨“S”形锁定钢板联合“T、

L”形微型锁定钢板治疗锁骨中段合并锁骨远端骨折临床报

道 [J]. 临床研究 ,2020,28(12):40-41.

[6]  庞广兴 , 刘先银 , 汪宇 , 等 . 手术操作因素对 Neer Ⅱ型锁骨

远端骨折切开复位锁骨钩钢板内固定术后肩峰骨溶解的影响

[J]. 中国骨与关节损伤杂志 ,2020,35(11):1140-1142.

[7]  许冬青 , 王明森 , 王晓跃 , 等 . 锁骨钩钢板治疗锁骨远端骨折

并肩锁关节脱位的内固定取出时机与再发脱位关系 [J]. 中国

实用医药 ,2020,15(17):15-18.

[8]  安跃 , 李孟泽 , 汪永泉 , 等 . 锁骨远端锁定钢板治疗 Neer Ⅱ

型锁骨远端骨折的疗效及对肩关节功能恢复的影响 [J]. 现代

生物医学进展 ,2019,19(21):4120-4123,4183.

参考文献

[1]  王静 , 周雪梅 . 恶性肿瘤患儿行自体外周血造血干细胞采集
的护理 [J]. 护士进修杂志 ,2018,33(3):252-253.

[2]  陆紫敏 , 李雪晨 , 方琦 , 等 . 未动员的外周血造血干细胞采集
效果及影响因素 [J]. 检验医学与临床 ,2020,17(7):906-909.

[3]  郑伟萍 , 方琦 , 陆紫敏 , 等 . 未动员外周血造血干细胞采集的
临床效果评价 [J]. 检验医学与临床 ,2018,15(18):2690-2693.

[4]  鲁桂华 , 胡娟 , 缪英霞 , 等 . 健康供者造血干细胞采集术后低
血钾的原因分析 [J]. 解放军护理杂志 ,2020,37(7):50-53.

[5]  刘根平 . 早期护理干预在哺乳期急性乳腺炎病人中的应用 [J].
护理研究 ,2021,35(2):375-376.

[6]  国 玉 红 , 孙 郑 颖 , 胥 蕾 , 等 . 早 期 护 理 干 预 对 乳 腺 癌

术 后 患 肢 淋 巴 水 肿 预 防 的 研 究 [J]. 中 国 实 用 护 理 杂

志 ,2021,37(14):1078-1083.

[7]  张晓芳 , 毛小培 , 姚斌莲 , 等 . 儿童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骨

髓采集供者 10 例的护理 [J]. 护理与康复 ,2018,17(6):54-56.

[8]  王文 , 黄晓兵 . 供患者行造血干细胞采集术的效果分析及采

集方法的研究 [J]. 护理实践与研究 ,2018,15(16):63-65.

[9]  田敏 , 李向民 , 徐冬梅 , 等 . 外周动脉穿刺对造血干细胞采集

的影响 [J]. 护士进修杂志 ,2021,36(13):1220-1223.

[10]  金爱云 , 周晓瑜 , 章建丽 , 等 . 三腔耐高压 PICC 导管在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应用依据及护理 [J]. 护理与康

复 ,2019,18(6):92-94.

（上接第 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