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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探讨外固定架联合生物敷料封闭负压引流棬旜斸斻旛旛旐旙斿斸旍旈旑旂斾旘斸旈旑斸旂斿棳斨斢斈棭治疗创伤性踝关

节感染的临床效果暎方法暋棽棸棻棸年椂月灢棽棸棻棽年椂月创伤性踝关节感染患者棽棿例棳均给予彻底清创暎采用外固

定架撑开踝关节棳联合生物敷料 斨斢斈吸引及单独使用生物敷料 斨斢斈吸引治疗各棻棽例棳分别记录使用 斨斢斈后冲

洗液颜色变清的次数椈局部红肿热痛等症状及体征消失椈细菌培养转阴等指标暎结果暋棽棿例均获得棿暙棽椄个月随

访棳外固定架棲斨斢斈组及单独 斨斢斈组分别随访棻棿棶棾个月和棻 棶棻个月暎外固定架联合 斨斢斈组较单纯使用 斨斢斈
组在平均细菌转阴时间及平均使用 斨斢斈次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棶棸 棭暎结论暋外固定架联合生物敷料

斨斢斈吸引与单独使用生物敷料 斨斢斈吸引治疗创伤性化脓性踝关节感染在治愈率上无明显差异棳但平均治疗时

间棳平均细菌转阴时间缩短棳平均使用 斨斢斈次数明显减少暎
关键词暋踝关节感染棳化脓性感染棳外固定架棳封闭负压引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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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化脓性细菌引起的关节内感染棳称为化脓性关

节炎暎目前局部处理化脓性踝关节的方法有关节

腔穿刺冲洗吸引法暍切开引流法椲棻椵及关节镜的应

用棳具体方法不尽相同棳并且疗效参差不齐椲棽椵暎上

述方法均存在死腔暍冲洗不彻底暍反复发作暍经久不

愈暍难以短期内治愈化脓性关节炎等问题棳以至于

治疗时间长棳花费高棳效果差棳患肢功能恢复差棳患
者的工作及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暎我们采用外固定

架联合生物敷料封闭负压引流棬旜斸斻旛旛旐旙斿斸旍旈旑旂
斾旘斸旈旑斸旂斿棳斨斢斈棭治疗创伤性踝关节感染棳报道如

下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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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暋对象和方法

棻灡棻暋对象

回顾分析自棽棸棻棸年椂月至棽棸棻棽年椂月创伤

性踝关节感染患者棽棿例棳采用外固定器联合生物

敷料 斨斢斈与单独生物敷料 斨斢斈治疗创伤性化脓

性踝关节感染患者各棻棽例暎外固定架棲斨斢斈组椇
男椄例棳女棿例棳年龄棽棻暙 椃岁棳平均棬棿旍灡棽暲棾棶
椄棭岁棳致伤原因椇交通伤椆例棳机器辗压伤棾例椈
斨斢斈组椇男椆例棳女棾例棳年龄棻椆暙 椆岁棳平均

棬棾椆灡椄暲棿棶棽棾棭岁棳致伤原因椇交通伤椃例棳机器辗压

伤 例暎入院后均在椃暙棻棾斾患肢踝关节处出现红

肿暍皮温高棳发热棳流脓棳细菌培养结果证实有细菌

感染暎
棻灡棽暋材料

环棒组合骨科外固定支架棳无锡创生医疗器械

棬中国棭有限公司生产暎斨斢斈 敷料 椲聚乙烯乙醇

棬旔旓旍旟旜旈旑旟旍斸旍斻旓旇旓旍棭水化海藻盐泡沫棳含多侧孔引流

管及三通接头椵棳由武汉维斯第医用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暎半透性粘贴薄膜棬聚氨酯和丙烯酸棭棳英国

斢旐旈旚旇敠斘斿旔旇斿旝 公司生产暎负压源椇采用中心负

压吸引棳压力在棴棻棽 暙棴棿棸旐旐斎旂棬棻旐旐斎旂椊
棸灡棻棾棾旊斝斸棭暎
棻灡棾暋手术方法

棻灡棾灡棻暋彻底清创暋清除创面的坏死失活组织暍异
常分泌物及脓液等暎开放所有腔隙棳确保软组织和

骨组织床的血供暎清洗创周皮肤暎
棻灡棾灡棽暋安置外固定支架暋首先选择外固定架之进

钉点暎先在胫骨下段暍距骨及跟骨内侧或外侧棬尽
量远离伤口棳并根据伤口暍创面位置调整棳一般距伤

口暍创面约 暙棻棸斻旐棭暎于健康皮肤上分别选择合

适的进针点棳钻孔后依次旋入棿枚长度相当的外固

定器配套螺纹骨针棳穿入对侧骨皮质即可暎安装外

固定架主杆并固定棳调整外固定器棳使踝关节撑开

棽斻旐暎
棻灡棾灡棾暋放置 斨斢斈暋踝关节内放置冲洗管棳根据情

况创面及感染情况棳放置引流管于冲洗较为彻底

处暎按创面大小和形状设计修剪带有多侧孔引流

管的 斨斢斈敷料棳使引流管的端孔及所有侧孔完全

为 斨斢斈敷料包裹暎每棻根引流管周围的 斨斢斈敷

料不宜 超过 棽斻旐暎覆 盖 填 充 敷 料棳把 设 计 好 的

斨斢斈敷料加以缝合固定棳使敷料完全覆盖创面棳使
其吸引暍引流通畅棳避免死腔内的液体无法引流出暎

冲洗管可由 斨斢斈边沿或中间引出棳根据具体情况

而定暎
棻灡棾灡棿暋术后处理暋将中心负压或负压器调节在棴
棻棽 暙棴棿棸棸旐旐斎旂的压力棳负压有效的标志是填

入的 斨斢斈敷料均明显瘪陷棳贴敷较好棳冲洗时引流

通畅棳并且薄膜下 无液体 积聚暎每天闭 式冲洗

棸灡椆棩氯化钠注射液棾棸棸棸旐旍开始冲洗要快速棳约棽
暙棾旐旈旑后改为正常滴速棳每分钟约棿棸暙 棸滴棳确
保负压封闭引流正常暎冲洗管及引流管不通畅时棳
及时用棽棸旐旍或 棸旐旍的注射器加棸灡椆棩氯化钠注

射液加压冲洗瘀血块暍组织碎屑棳冲洗液要保持进

出平衡椈行冲洗液细菌培养和药物敏感试验棳椃暙
棻棸斾后到手术室拆除 斨斢斈敷料棳根据情况冲洗液

颜色棳细菌培养和药物敏感试验结果及创面情况棳
决定是否再次行清创棳再次放置 斨斢斈暎
棻灡棿暋主要观察指标

冲洗液颜色椈细菌培养和药物敏感试验结果即

平均转阴时间椈局部红肿热痛等症状及体征暎术后

观察使用 斨斢斈多少次后棳冲洗液颜色清亮棳局部红

肿热痛的症状及体征消失棳及细菌培养转阴时间暎
棻灡 暋统计学方法

应用斢斝斢斢棻椃灡棸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暎
棽暋结暋果

单纯 斨斢斈 治疗组经过棬灡椄棾暲棻灡椃棽棭次 斨斢斈
治疗即棬棿椄灡椂椃暲棻棿灡椆椄棭斾治疗后感染症状暍体征消

失棳如红肿热痛暍发热暍脓性分泌物消失棳冲洗液颜

色变为清亮椈细菌培养转阴等暎而外固定架结合

斨斢斈治疗组经过棬棽灡椂椃暲棻灡棽棻棭次 斨斢斈 治疗即

棬棻椆灡椄棾暲棿灡棻椃棭斾治疗后感染症状暍体征消失暎结

果见表棻暎
表棻暋 两组平均使用 斨斢斈次数及细菌转阴时间

比较结果棬旑椊棻棽棳 暲 棭
组别

平均使用 斨斢斈
次数棬次棭

细菌培养转阴时间

棬斾棭
单纯 斨斢斈治疗组 灡椄棾暲棻灡椃棽 棿椄灡椂椃暲棻棿灡椆椄

斨斢斈棲外固定架治疗组 棽灡椂椃暲棻灡棽棻 棻椆灡椄棾暲棿灡棻椃
棾灡椂椄 棿灡棿
椉棸灡棸 椉棸灡棸

棾暋讨暋论

踝关节是人体主要的承重关节之一棳由胫骨暍
腓骨下端和距骨形成棳属于屈戊关节棳关节面之间

棻棸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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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接合棳以在冠状轴屈伸活动为主要功能棳是将

人体重力由垂直柱状转化为弓状平面负重形式的

重要关节暎踝关节解剖非常复杂棳周围软组织包绕

较少棳与大多数组织不同棳关节软骨缺乏血管暍神经

和淋巴系统棳整个组织由高度有序的细胞外基质组

成棳其中散在由少量高度特异性的细胞棬软骨细

胞棭椲棾椵暎关节的正常解剖结构被创伤破坏棳使细菌

更容易达到关节内部棳并且创伤导致机体免疫功能

下降棳产生的血肿为细菌的繁殖生长提供了一个良

好的培养基棳一旦感染棳后果严重棳并且治疗较困

难暎
研究表明胫骨踝关节面面积棬棽灡棸暲棻灡椂棭

斻旐棽棳腓骨踝关节面面积棬棾灡椃棸暲棸灡棿棻棭斻旐棽棳距骨内

踝关节面面积棬棽灡棽棸暲棻灡椄椂棭斻旐棽棳外踝关节面面积

棬棾灡棾棸暲棸灡椂棻棭斻旐棽椲棿椵棳根据上述数据棳可见胫骨踝关

节面面积及腓骨踝关节面面积之和与距骨内踝关

节面面积及外踝关节面面积之和相似暎虽然 斨斢斈
生物敷料具有抑制细菌繁殖椲灢椃椵棳降低细菌数目椲椄椵棳
促进血液循环椲椆灢棻棸椵棳但若不把踝关节撑开棳冲洗液

很难能到达部分胫骨关节面及腓骨关节面棳即使能

到达距骨内踝关节面及外踝关节面棳由于踝关节空

隙较小棳并且这两个关节面位置较低棳引流时一般

只能引流胫骨及腓骨踝关节面处的冲洗液棳而距骨

内踝关节面及外踝关节面处的冲洗液难以吸引排

出暎有限切口清除不彻底棳增大切口棳造成关节结

构破坏棳创伤增加棳进而影响术后功能及治疗时间棳
这就是感染难以控制的主要原因所在暎

正常内踝平均长度为棬棻灡棾暲棸灡棻椂棭斻旐棳外踝

平均长度棬棽灡椃椂暲棸灡棾棻棭斻旐椲棻棻椵棳外固定架的强度

较高椲棻棽椵棳能伸缩暎本试验应用外固定架撑开踝关

节棽斻旐后胫骨踝关节面暍腓骨踝关节面暍距骨内踝

全部关节面及大部分外踝关节面均相对吸引敷料

及引流管开放棳无死腔存在棳坏死组织棳脱落的软骨

及脓苔等固体物质引流彻底棳无细菌的残余及蓄

积暎从而外固定架联合 斨斢斈组较单纯 斨斢斈组治

疗效果明显暎
综上所述棳外固定架联合生物敷料 斨斢斈较单

纯使用生物敷料 斨斢斈治疗创伤性化脓性踝关节感

染明显缩短棳细菌培养转阴时间明显缩短棳明显减

少 斨斢斈使用次数棳减少住院时间暎外固定架联合

生物敷料 斨斢斈简单暍可靠暍创伤小暍功能恢复好棳是
一种治疗创伤性化脓性踝关节感染较好的方法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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