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髋臼盂唇损伤的髋关节镜手术治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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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髋臼盂唇是附着在髋臼边缘的纤维软骨组织，它一方面加深髋臼窝，分散应力稳定关节，另一方面
起着调节关节滑液营养软骨的作用。创伤、退变、发育不良、髋关节运动过度、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是髋臼盂唇

损伤的主要因素。髋臼盂唇损伤后引起髋关节的生物力学改变，加速关节软骨磨损，提前出现骨性关节炎。近

年来髋关节镜技术成为治疗盂唇损伤的主要治疗方式，主要包括盂唇清理术、修复术、重建术、加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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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关节镜技术和影像学的发展，人们对于髋
关节盂唇的解剖和损伤的认识越来越全面。髋臼

盂唇在维持髋关节的生物力学方面扮演着不可缺

少的角色，如分散应力，稳定关节，其损伤后加速关

节软骨磨损，提前出现骨性关节炎。髋关节镜技术

已然成为治疗髋臼盂唇损伤的主流手术形式，主要

包括盂唇清理术、修复术、重建术、加强术。无论何

种手术方式，最终的治疗目的都是尽可能地恢复盂

唇的密封作用［１］。

１　髋臼盂唇损伤

髋臼盂唇是切面为三角形的纤维软骨组织，其

基底面附着于骨性髋臼边缘，在髋臼下方切迹处与

髋臼横韧带相连接形成一完整的环状结构。髋臼

盂唇的血供较差，仅周围１／３有血液供应，所以盂
唇损伤后愈合较慢［２］。盂唇各部富含丰富的游离

神经末梢，这些神经末梢内含有许多本体感受

器［３］。髋臼盂唇起到的关键作用是“密封圈”作

用，封闭关节腔形成负压，使得腔内的关节液不易

流出，阻止股骨头软骨与髋臼软骨的直接接触，减

缓软骨磨损，显著增加关节的稳定性［４５］。创伤、退

变、发育不良、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ｆｅｍｏｒｏａｃｅ
ｔａｂｕｌａｒｉｍｐ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ＦＡＩ）和关节囊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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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引起盂唇损伤最常见的５个原因［６］。盂唇富含

神经末梢，损伤时多表现为髋部或者腹股沟区疼

痛。盂唇损伤的诊断主要依据临床症状、体格检

查、影像学检查，但是有时患者的非特异行症状、体

征与影像学检查并不一致，最终确诊还要依靠髋关

节镜。术前进行影像学评估已成为盂唇损伤患者

手术必要性和确定手术方式的重要一步。Ｘ线、超
声和ＣＴ无法提供直接的影像学证据，ＭＲＩ具有较
高的分辨率区分关节周围软组织，显示盂唇的损伤

位置、测量盂唇宽度，与关节镜下获得的结果基本

一致［７］。由于 ＭＲＩ具有无创、有效、无辐射等优
点，推荐术前行ＭＲＩ检查［８］。

２　手术治疗

髋关节是人体最大的承重关节，周围有许多致

密的肌肉和韧带附着，传统的开放性手术可能会导

致周围的组织和肌肉不同程度的损伤。髋关节镜

技术有准确清除病灶、创伤小、恢复快等特点。最

近，这项技术被更多地用于治疗ＦＡＩ和髋臼盂唇撕
裂［９］。髋关节镜手术治疗原则是尽可能多的保留

健康的盂唇组织，恢复其密封作用，主要分为盂唇

清理术、盂唇修复术、盂唇重建术、盂唇加强术，这

４种手术方式各有特点。临床医生需要根据盂唇
损伤情况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

２．１　盂唇清理术
早先学者们普遍认为切除损伤的盂唇，可达到

治愈盂唇损伤的目标，在髋关节镜技术发展的早

期，清理术被认为是治疗盂唇损伤的唯一方法。清

理术的目的是减轻疼痛，恢复患者日常活动，恢复

关节稳定。Ｂｙｒｄ等［１０］作为最早发表盂唇清理术治

疗盂唇损伤的长期研究者之一，他们对５０名行清
理术治疗的患者进行了１０年的随访，ｍＨＨＳ（改良
Ｈａｒｒｉｓ评分）评分有统计学意义的提高，从术前的
５６分提高到末次随访的 ８１分。虽然清理术对患
者症状有所改善，但是有１４名并发髋关节骨性关
节炎的患者在行清理术后接受了全髋关节置换术。

选择性清理保留盂唇（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ｄｅｂｒｉｄ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ｌａ
ｂｒａｌ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ＤＬＰ）技术治疗髋臼盂唇损伤，只
清理损伤的盂唇，保留结构良好的正常盂唇，术后

症状有了明显的改善［１１］。但是采用 ＳＤＬＰ的患者
有严格适应症，如结实的盂唇基底，至少存留４ｍｍ
的盂唇等。在适当的条件下进行清理术可获得良

好的临床效果，清理术的优势是减少了患者的手术

负担。如果患者年龄较大、股骨头或髋臼软骨损伤

存在，那么清理术后ＴＨＡ的风险更高［１２］。

盂唇清理术有其特定的适用人群，例如年龄较

大，对日常生活要求不高的患者［１３］。随着学者们

对盂唇功能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对清理术和修复术

的比较也越来越多，发现修复术的效果要好于清理

术。总体来说，清理术临床效果一般，盂唇清除过

多，引起髋关节不稳定，过早的引起软骨退变，应严

格控制适应症实行该手术，我们主张对于未来

ＴＨＡ发生风险较大、有晚期关节退行性变、关节炎
的患者，可以先采用盂唇清理术缓解症状。

２．２　盂唇修复术
随着髋臼盂唇在关节稳定、软骨营养、传导本

体感觉和痛觉方面的认识越来越全面，人们逐渐认

识到保留盂唇的重要性。盂唇周围１／３有臀上、下
动脉分支形成的血管环，这为盂唇愈合奠定了基

础。在盂唇损伤的治疗方式中，无论病因如何，髋

关节镜下盂唇修复术已成为大多数盂唇损伤的主

要治疗方式。与清理术不同的是，修复术是尽量保

留原有盂唇组织，通过缝合或者修剪退化的盂唇恢

复密封功能。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对盂唇尽可能

多的保留有更好的临床效果。Ｖａｓｓａｌｏ等［１４］采用

髋臼盂唇修复术治疗８４例盂唇损伤患者，随访结
果显示，术前ｍＨＨＳ为８０．４分、术后４个月ｍＨＨＳ
提高至９５分，最后一次随访提高至９６．６分，其中
４例患者改行髋关节置换手术。从关节囊外入采
用不可吸收锚钉全层缝合损伤的盂唇，患者的生活

水平可恢复到更高的水平，也是一种能够改善患者

症状的治疗方法，能够恢复盂唇的功能［１５］。应用

关节镜下骨赘切除联合盂唇修复治疗盂唇损伤取

得了较好的临床的效果［１６］。无吸烟史的年轻人、

残留有超过 ４ｍｍ厚的盂唇是盂唇修复的典型指
征［１７］。对于髋臼盂唇损伤的治疗，临床医生必须

确保患者的主诉与他们的影像学检查相匹配，不能

单纯依靠影像学检查［１８］。

髋关节的稳定性主要依靠盂唇的“密封圈”作

用，并且盂唇修复后有一定愈合能力，可以再次恢

复盂唇的负压作用，我们主张一旦盂唇损伤确诊，

经非手术治疗失败的患者无法耐受盂唇损伤引起

的症状，就采用手术治疗，当有足够的组织可以修

复时，手术方式应首选盂唇修复术而不是清创术，

与此同时纠正关节畸形，术前无关节炎的患者在行

髋关节镜盂唇修复术后有较好的短中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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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盂唇重建术
在某些情况下，盂唇撕裂形式很复杂，其纵向

纤维完全破坏，几乎没有可修复的盂唇。目前对于

不可修复的盂唇，外科治疗倾向于使用自体或同体

移植物重建盂唇，目前用于重建的移植物有多种选

择，例如：髂胫束、骨薄肌和半腱肌、股四头肌、阔筋

膜张肌［１９］。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ｎ等［２０］首先报道了一项自体

髂胫束移植重建髋臼盂唇的随访结果，在至少 １０
年的随访中，对８２个髋关节进行了评估，ｍＨＨＳ评
分从术前的 ６０分增加到 ８２分，ＨＯＳＡＤＬ评分从
６９分改善到 ９０分，８７％的患者获得了满意，通过
预防术后粘连，自体髂胫束移植术重建盂唇获得了

较好的结果和较高的患者满意度。年龄成为患者

术后对该手术满意度的一大因素，同时建议盂唇损

伤后１年内行手术治疗效果最好。内侧半月板是
一种在形态学和临床上适合盂唇重建的移植物，半

月板关节面允许自然覆盖股骨头和恢复髋关节的

封闭。应用同种异体新鲜冰冻的内侧半月板重建

髋臼盂唇，术后所有患者均没有股骨头坏死，患者

的髋关节屈曲、外展角度显著增加，Ｍｅｒｌｅｄ＇
ＡｕｂｉｇｎéＰｏｓｔｅｌ评分显著增加［２１］。但是同种异体

半月板重建盂唇的适应症未完全明确，尚需进一步

的研究完善。使用同种自体或异体移植物，需要清

理术来准备移植物，还有损伤关节软骨与盂唇交界

处的风险。应用髋关节镜下自体关节囊移植重建

盂唇，关节囊组织与剩余的盂唇组织用生物可吸收

复合锚钉固定在髋臼边缘来重建盂唇组织［２２］。随

着组织工程学科的崛起，生物材料也成为盂唇重建

移植物的选择。聚氨酯支架具有相互连接的孔状

结构，允许血管向内长入和新组织的再生，髋臼骨

床血运丰富，可以达到髋臼与支架整合的作用。采

用聚氨酯支架进行盂唇重建手术治疗髋臼盂唇损

伤，随访４年后，ＭＲＩ显示了聚氨酯支架高信号的
存在，支架没有收缩变形，髋关节功能明显改善，疼

痛减轻，支架保存良好［２３］。与同种异体移植物相

比，手术时间缩短、没有供体部位并发症、减少感

染、传染病。移植物种类繁多，至今没有明确的选

择，一项系统研究对５３７个髋关节重建术后随访，
平均随访时间２９个月，得出结论，盂唇重建术明显
改善患者结果报告测量工具（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ｒｅｐｏｒ
ｔｅ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ＰＲＯＭｓ），对于移植物的
种类结果没有显著差异［２４］。

当盂唇缺陷而无法修复时，盂唇重建已成为清

理术或切除术的替代方法，恢复盂唇的密封作用是

重建的目标［２５］。盂唇重建的适应症包括：不伴有

关节炎或轻度关节炎的年轻患者，或伴有盂唇不可

修复、钙化、无功能的患者。目前对于关节间隙小

于２ｍｍ的盂唇损伤患者学者们不建议行盂唇重
建术［２６］。最近通过体外生物力学模型发现，如果

对损伤的盂唇进行 ２７０°范围的重建，会导致盂唇
的密封作用和关节内接触面积减少，无法恢复盂唇

的生物学特性［２７］。此外，该手术方式处在新兴阶

段且在发展中，缺乏长期随访和前瞻性研究，目前

尚未证明哪一种移植物或手术入路最适用于重建

术，相信不久的将来，经过长期研究和随访，重建术

治疗盂唇损伤一定会越加成熟。

２．４　盂唇加强术
当剩余的盂唇组织不足以修复时，但仍保存有

环状纤维时，进行盂唇加强术也是一种可行的手

术。所谓加强术就是清除变性无用的盂唇结构，保

留健康有用的盂唇组织，使用自体或同种异体移植

物固定到原有盂唇上，形成更宽厚的盂唇，恢复密

封作用。对于盂唇发育不良和盂唇软骨连接完整

的患者，盂唇加强术是首选的治疗选择［２８］。髋关

节镜下运用自体髋关节囊移植加强髋臼盂唇，恢复

髋臼盂唇的“密封圈”作用，在术后第 １天被动活
动，术后第３周开始不用拐杖，负重锻炼，术后４～６
个月后恢复运动［２９］。加强术与其他移植技术相比

将供体发病率降至最低，与重建术相比手术难度

低。对新鲜冷冻的不成对的半骨盆进行生物力学

测试，发现在盂唇的１２点到３点位置切除厚度为
１ｍｍ的髋臼边缘后，盂唇加强术比盂唇重建术能
够更好地恢复盂唇的密封作用［３０］。这对临床上盂

唇损伤患者的手术决策提供了生物力学基础。一

种当初用在重建术上的“风筝技术”加强髋臼盂

唇，即用两条缝线精确可重复地促进移植物的通过

和固定［２８］。这种技术具有高效、安全、可重复性等

特点，减少了手术时间。

相对于重建术，加强术维持了软骨与盂唇的连

接，降低了髋臼软骨的损伤风险，保持了盂唇原有

的本体感觉，避免了盂唇重建时盂唇的破坏。但是

对于盂唇加强术治疗髋臼盂唇损伤的研究随访时

间较短，仅近期结果较好，期待着长期的临床结果

和生存随访观察的报道，以确定在严重盂唇病变的

患者中，哪种技术可以恢复长期的盂唇密封作用。

综上，虽然髋关节镜手术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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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术，但是术中关节囊是否缝合目前还存有争

议。一些学者认为应行关节囊修补术，增加关节的

稳定性，一项随访５年的研究结果提示，与术中关
节囊未修复患者相比，关节囊修复患者的ｍＨＳＳ评
分更高，后期ＴＨＡ风险也更低［３１］。目前没有充足

的文献支持关节镜下盂唇手术需要修补关节囊。

我们认为如果术中关节囊切开范围不大，关节囊可

以不缝合，切开范围较大，应行关节囊缝合术，防止

关节不稳。此外，髋关节镜手术术后并发症也不少

见，常见的有术中牵引时间过长、力量过大，引起术

后会阴部肿胀、麻木，足背皮肤血肿，足背神经麻

木。应注意会阴柱的直径不应过大，尽量选用新型

泡沫防褥疮垫，努力提高手术技术，缩短手术时间，

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３　小结与展望

髋臼盂唇在维持髋关节生物力学功能上扮演

着重要角色，稳定关节，分散应力，传导感觉。盂唇

损伤后引起关节软骨的退变，过早的出现骨关节

炎。关节镜下盂唇损伤手术的目标是恢复盂唇的

密封作用，并允许患者恢复正常的日常生活能力和

更高水平的运动能力。随着深入的研究，修复术逐

渐成为治疗髋部盂唇疾病的首选。如果盂唇损伤

的程度严重，剩余盂唇组织已无法修复，可以采用

的盂唇重建术。当残存的盂唇组织不足以修复时，

应进行盂唇增强术。对于盂唇增强术治疗髋臼盂

唇损伤研究相对较少，但是近期结果令人满意，还

要进行长期的随访研究。髋关节镜下手术方式需

要临床医生根据患者的盂唇损伤类型、盂唇残存组

织是否可以修复或者可保留进行选择。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１］　ＮｗａｃｈｕｋｗｕＢ，ＲａｓｉｏＪ，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Ｓ，ｅｔａｌ．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ｂｒａｌｔｅａｒｓ：ｄｅｂｒｉｄｅｍｅｎｔ，ｒｅｐａｉｒ，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Ｊ］．ＳｐｏｒｔｓＭｅｄ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Ｒｅｖ，２０２１，２９（１）：１８．
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ＪＳ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８２．

［２］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Ｗ，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Ｆ，ＴｉｌｌｍａｎｎＢ．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ｖａｓ
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ｒｌａｂｒｕｍ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ｈｅａｌｉｎｇｏｆｌａｂｒ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Ｊ］．ＡｒｃｈＯｒ
ｔｈｏｐＴｒａｕｍａＳｕｒｇ，２００３，１２３（６）：２８３２８８．ＤＯＩ：１０．
１００７／ｓ００４０２００３０５２７７．

［３］　ＡｌｚａｈａｒａｎｉＡ，ＢａｌｉＫ，ＧｕｄｅｎａＲ，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ｒｌａｂｒｕｍａｎｄｈｉｐｊｏｉｎｔ：ａｎａｎａ

ｔｏｍｉｃｓｔｕｄｙ［Ｊ］．Ｂｍｃ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Ｄｉｓ，２０１４，１５（１）：
４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１４７１２４７４１５４１．

［４］　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ｎＭＪ，ＮｅｐｐｌｅＪＪ，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ＫＪ，ｅｔａｌ．Ｔｈｅｈｉｐ
ｆｌｕｉｄｓｅａｌＰａｒｔＩ：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ｎ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ｒｌａｂｒａｌｔｅａｒ，
ｒｅｐａｉｒ，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ｎｈｉｐｆｌｕｉｄｐｒｅｓ
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ＫｎｅｅＳｕｒｇＳｐｏｒｔｓＴｒａｕｍａｔｏｌＡｒｔｈｒｏｓｃ，
２０１４，２２（４）：７２２７２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００１６７０１４
２８７４ｚ．

［５］　ＤｗｙｅｒＭＫ，ＪｏｎｅｓＨＬ，ＨｏｇａｎＭ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ｒ
ｌａｂｒｕｍ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ｆｌｕｉ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ｉｐｊｏｉｎｔｄｕｒ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Ｊ］．ＡｍＪＳｐｏｒｔｓＭｅｄ，２０１４，４２
（４）：８１２８１９．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７／０３６３５４６５１４５２２３９５．

［６］　ＲｅｉｍａｎＭＰ，ＭａｔｈｅｒＲＣ，ＨａｓｈＴＷ，ｅｔ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ｒｌａｂｒａｌｔｅａｒ：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Ｊ］．ＢｒＪＳｐｏｒｔｓＭｅｄ，２０１４，４８（４）：３１１３１９．ＤＯＩ：１０．
１１３６／ｂｊｓ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２０９１９９４．

［７］　ＫａｐｌａｎＤＪ，ＳａｍｉｍＭ，ＢｕｒｋｅＣＪ，ｅｔａｌ．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ｆｍａｇ
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ｈｉｐｌａｂｒａｌｗｉｄｔｈ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
ｐｙ，２０１９，３６（３）：７５１７５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ａｒｔｈｒｏ．
２０１９．０９．０２７．

［８］　ＬｉｕＹＷ，ＬｕＷ，ＯｕｙａｎｇＫ，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ｒｌａｂｒ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Ｊ］．ＪＯｒｔｈｏｐＴｒａｕｍａｔｏｌ，
２０２１，２２（１）：３４．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Ｓ１０１９５０２１００５９５７．

［９］　Ｚｈａｏ，ＦＹ，ＤｏｎｇＨＭ，ＨｕａｎｇＨＪ，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ｈｉｐｒｅｌａｔ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ＯｒｔｈｏｐＳｕｒｇ，２０２１，
１３（６）：１６９７１７０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ＯＳ．１３０４３．

［１０］ＢｙｒｄＪＷ，ＪｏｎｅｓＫＳ．Ｈｉｐ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ｙｆｏｒｌａｂｒ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
ｇｙ：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ｉｔｈ１０ｙｅａｒ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Ｊ］．Ａｒ
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ｙ，２００９，２５（４）：３６５３６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ａｒ
ｔｈｒｏ．２００９．０２．００１．

［１１］ＣｈｅｎＡＷ，ＹｕｅｎＬＣ，ＯｒｔｉｚＤｅｃｌｅｔＶ，ｅｔ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ｄｅ
ｂｒｉｄ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ｌａｂｒａｌ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ｄ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ｈｉｐ：ｍｉｎｉｍｕｍ ５ｙｅａｒ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ｗｉｔｈａ
ｍａｔｃｈｅｄｐａｉｒｌａｂｒａｌｒｅｐａｉ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Ｊ］．Ａｍ Ｊ
ＳｐｏｒｔｓＭｅｄ，２０１８，４６（２）：２９７３０４．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７／
０３６３５４６５１７７３９５６６．

［１２］ＤｗｙｅｒＭＫ，ＴｕｍｐｏｗｓｋｙＣ，ＢｏｏｎｅＡ，ｅｔａｌ．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ｃａｒｔｉｌａｇｅｄａｍａｇｅａｎｄｓｕｂ
ｓｅｑｕｅｎｔｔｈａ２０ｙｅａｒｓａｆｔｅｒｈｉｐ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ｙｆｏｒｌａｂｒａｌ
ｔｅａｒｓ？［Ｊ］．ＣｌｉｎＯｒｔｈｏｐＲｅｌＲｅｓ，２０１９，４７７（５）：１２１１
１２２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ＣＯＲ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１７．

［１３］ＷｏｙｓｋｉＤ，ＭａｔｈｅｒＲＣ．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ｂｒａｌｔｅａｒｓ：
Ｄｅｂｒｉｄｅｍｅｎｔ，ｒｅｐａｉｒ，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ＣｕｒｒＲｅｖＭｕｓ
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Ｍｅｄ，２０１９，１２（３）：２９１２９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ｓ１２１７８０１９０９５７５１．

·７４·



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２２年２月第４５卷第１期　Ｊ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Ｕｎｉｖ，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５，Ｎｏ．１

［１４］ＶａｓｓａｌｏＣＣ，ＢａｒｒｏｓＡＡＧ，ＣｏｓｔａＬＰ，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ｕｔ
ｃｏｍｅｓｏｆ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ｒｅｐａｉｒｏｆ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ｒｌａｂｒａｌｔｅａｒｓ
［Ｊ］．ＢＭＪＯｐｅｎＳｐｏｒｔＥｘｅｒｃＭｅｄ，２０１８，４（１）：ｅ３２８．
ＤＯＩ：１０．１１３６／ｂｍｊｓｅｍ２０１７０００３２８

［１５］ＤｉＢｅｎｅｄｅｔｔｏＰ，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Ｇ，ＬｕｉｇｉＣ，ｅｔａｌ．Ａｌｌｓｕｔｕｒｅ
ａｎｃｈｏｒｓｉｎ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ｒｌａｂｒａｌｒｅｐａｉｒ：ｏｕｒｅｘ
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Ｊ］．ＡｃｔａＢｉｏｍｅｄ，２０２０，９１（４Ｓ）：８５９１．
ＤＯＩ：１０．２３７５０／ａｂｍ．ｖ９１ｉ４Ｓ．９６６１．

［１６］李旭，张晋，王雪松．髋关节镜下骨赘切除联合盂唇
修补治疗合并髋臼股骨撞击症的盂唇损伤的中长期

随访结果［Ｊ］．中国运动医学杂志，２０１８，３７（１０）：
８１７８２０．ＤＯＩ：１０．１６０３８／ｊ．１０００６７１０．２０１８．１０．００３．

［１７］ＤｏｍｂＢＧ，ＨａｒｔｉｇａｎＤＥ，ＰｅｒｅｔｓＩ．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ｆｏｒｌａ
ｂｒ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ｈｉｐ：Ｒｅｐａｉｒｖｅｒｓｕｓｄéｂｒｉｄｅｍｅｎｔｖｅｒ
ｓｕ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ＪＡｍＡｃａｄＯｒｔｈｏｐＳｕｒｇ，２０１７，
２５（３）：５３６２．ＤＯＩ：１０．５４３５／ＪＡＡＯＳＤ１６００１４４．

［１８］ＨａｒｒｉｓＪＤ．Ｈｉｐｌａｂｒａｌｒｅｐａｉｒ：ｏｐ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Ｊ］．
ＣｕｒｒＲｅｖ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Ｍｅｄ，２０１６，９（４）：３６１３６７．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２１７８０１６９３６０９．

［１９］ＬｏｄｈｉａＰ，ＭｃｃｏｎｋｅｙＭＯ，ＬｅｉｔｈＪＭ，ｅｔａｌ．Ｇｒａｆｔｏｐｔｉｏｎｓｉｎ
ｈｉｐｌａｂｒ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ＣｕｒｒＲｅｖ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
Ｍｅｄ，２０２１，１４（１）：１６２６．ＤＯＩ：０．１００７／ｓ１２１７８０２０
０９６９０４．

［２０］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ｎＭＪ，ＡｒｎｅｒＪＷ，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ＭＤ，ｅｔａｌ．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ｒ
ｌａｂｒ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ｌｉｏｔｉｂｉａｌｂａｎｄａｕｔｏｇｒａｆｔ：Ｏｕｔ
ｃｏｍｅａｎｄ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ｈｉｐａｔａｍｉｎｉｍｕｍ１０ｙｅａｒ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Ｊ］．ＪＢｏｎｅＪｏｉｎｔＳｕｒｇＡｍ，２０２０，１０２（１８）：１５８１１５８７．
ＤＯＩ：１０．２１０６／ＪＢＪＳ．１９．０１４９９．

［２１］ＣｈｅｎＭＪ，ＨｏｌｌｙｅｒＩ，ＰｕｎＳＹ，ｅｔａｌ．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ｒｌａｂｒａｌ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ｅｄｉａｌｍｅｎｉｓｃａｌａｌｌｏｇｒａｆｔ：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ｎｅｗ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Ｊ］．ＥｕｒＪＯｒｔｈｏｐ
ＳｕｒｇＴｒａｕｍａｔｏｌ．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００５９００２１０２９８６２．
Ｏｎｌｉｎｅａｈｅａｄｏｆｐｒｉｎｔ．

［２２］ＫｕｃｈａｒｉｋＭＰ，ＡｂｒａｈａｍＰＦ，ＮａｚａｌＭＲ，ｅｔａｌ．Ｍｉｎｉｍｕｍ
２ｙｅａ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ｃａｐｓｕ
ｌａｒａｕｔｏｇｒａｆｔｈｉｐｌａｂｒ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ＡｍＪ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２０２１，４９（１０）：２６５９２６６７．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７／
０３６３５４６５２１１０２６６６６．

［２３］ＴｅｙＰｏｎｓＭ，ＣａｐｕｒｒｏＢ，ＴｏｒｒｅｓＥｇｕｉａＲ，ｅｔａｌ．Ｌａｂｒａｌ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ｉｍｐｌａｎｔ［Ｊ］．ＪＨｉｐＰｒｅ
ｓｅｒｖＳｕｒｇ，２０２１，８（１）：ｉ３４ｉ４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３／ｊｈｐｓ／

ｈｎａｂ０３０．
［２４］ＲａｈｌＭＤ，ＬａＰｏｒｔｅＣ，ＳｔｅｉｎｌＧＫ，ｅｔ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ｆｔｅｒａｒ

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ｈｉｐｌａｂｒ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ＡｍＪＳｐｏｒｔｓＭｅｄ，２０１９，４８（７）：
１７４８１７５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７／０３６３５４６５１９８７８１４７．

［２５］ＭａｌｄｏｎａｄｏＤＲ，ＧｌｅｉｎＲＭ，ＤｏｍｂＢＧ．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ｃｅ
ｔａｂｕｌａｒｌａｂｒ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ＪＨｉｐＰｒｅｓｅｒｖ
Ｓｕｒｇ，２０２１，７（４）：６１１６２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３／ｊｈｐｓ／
ｈｎａｂ００３．

［２６］ＭａｎａＬＡ，ＣｏｕｇｈｌｉｎＲＰ，ＤｅｓａｉＶ，ｅｔａｌ．Ｔｈｅｈｉｐｌａｂｒｕｍ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ｎｕｐｄａｔｅｄｓｙｓ
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Ｊ］．ＣｕｒｒＲｅｖ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Ｍｅｄ，２０１９，
１２（２）：１５６１６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２１７８０１９０９５４６６．

［２７］ＢｅｃｋＥＣ，ＣｈａｈｌａＪ，ＳｕｐｐａｕｋｓｏｒｎＳ，ｅｔ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ｒｅｐｌｙｔｏ
“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ａｌａｎｄｃｏｎｔａｃ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７０°ｌａｂｒａｌｒ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ｌａｂｒａｌｒｅｐａｉｒ，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ａｃｔｌａｂｒｕｍ’”［Ｊ］．Ａｒ
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ｙ，２０２０，３６（１２）：２９４７２９４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
ａｒｔｈｒｏ．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９．

［２８］ＳｃｈｅｉｄｔＭ，ＨａｂｅｒＤＢ，ＢｈａｔｉａＳ，ｅ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ｅａｒｌｓ
ｆｏｒ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ｌａｂｒａｌ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ｉｐ［Ｊ］．Ａｒ
ｔｈｒｏｓｃＴｅｃｈ，２０２１，１０（４）：１０４７１０５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
ｅａｔｓ．２０２０．１２．００４．

［２９］ＳｉｎｇｈＨ，ＤｅｆｒｏｄａＳＦ，ＧｕｒｓｏｙＳ，ｅｔａｌ．Ｈｉｐｌａｂｒａｌｒ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ａｐｓｕｌａｒａｕｔｏｇｒａｆｔ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Ａｒ
ｔｈｒｏｓｃＴｅｃｈ，２０２１，１０（６）：１５４７１５５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
ｅａｔｓ．２０２１．０２．０２５．

［３０］ＳｕｐｐａｕｋｓｏｒｎＳ，ＰａｒｖａｒｅｓｈＫＣ，ＲａｓｉｏＪ，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ｒｉｍ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ｌａｂｒａｌ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ａｂｒａｌｒ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ｕｃｔｉｏｎｓｅａｌｏｆｔｈｅｈｉｐ［Ｊ］．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２１（１０）：Ｓ０７４９８０６３（２１）００４４２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
ａｒｔｈｒｏ．２０２１．０４．０５０．

［３１］ＤｏｍｂＢＧ，ＣｈａｈａｒｂａｋｈｓｈｉＥＯ，ＰｅｒｅｔｓＩ，ｅｔａ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ｒｅ
ｐｏｒｔｅ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ｃａｐｓｕｌａｒｒｅｐａｉｒｖｅｒｓｕｓｃａｐｓｕｌｏｔｏｍｙ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ｈｉｐ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ｙ：Ｍｉｎｉｍｕｍ ５ｙｅａｒ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ａｍａｔｃｈ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ｔｕｄｙ［Ｊ］．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２１，３４（３）：８５３８６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ａｒｔｈｒｏ．２０１７．
１０．０１９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０９１１）
（本文编辑：石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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