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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氧化应激反应在 S P D中起一定 的作用
。

r sta s ktei
n
等川认为梗死病变损害了 5

一

经色胺 (5
-

T H )能和去甲肾上腺素 (E N )能神经元及传导通路
,

使 5
一

HT 和 N E 含量下降而致抑郁的发生
。

在应激

反应中由于脑细胞耗氧量大
,

可产生大量自由基
,

大

脑细胞由于其细胞膜含有大量的对氧自由基攻击较

敏感的多不饱和脂肪酸
,

因此容易受到氧自由基的

损伤
,

产生大量的脂质过氧化产物
,

并且受损伤的神

经元不能再生
。

自由基反应引起脂质过氧化形成脂

质过氧化物 ( LP O )
,

LP O 的产物 M DA 极易修饰低密

度脂蛋白 ( L D L )
,

是粥样斑块形成 的促发因子
。

SO D 和 M D A 可间接反应 自由基代谢水平
。

增强自

由基清除能力如增加 SO D 浓度
、

降低 M D A 表达
,

可

以起到神经保护作用 〔̀ 〕。

本实验结果显示脑卒中

后抑郁组患者 SO D 较非抑郁组增多
,

M DA 较非抑

郁组减少
,

表明机体在氧化应激反应过程中有增强

自由基清除能力的表现
,

也间接提示了氧化应激效

应可能参与了 SP D 的发病机理
。

3
.

2 最近 N a ur s h i m a
等 [ ’ ]认为细胞因子与 5

一

H T 通

过叫噪胺 2
,

3
一

双加氧酶 ( ID O ) 的相互作用可能在

P SD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卒中后致炎性细胞因子增

多导致了炎症过程的增强 (尤其是边缘区 ) 和 ID O

酶的广泛激活
,

并继发病变边缘结构如前侧额皮质
、

颖极皮质和基底节的 5
一

H T 耗竭
。

脑梗死后损伤区

发生明显炎症反应
,

炎症细胞
、

吞噬细胞诱导大量诱

导型一氧化氮合酶 ( NI O s) 产生
,

均可导致 N O 增

加〔6〕。

N o 也可与超氧阴离子 自由基等作用生成氧

化性更强的自由基
一

过氧亚硝酸阴离子 ( O ON O
一
)

,

后者可造成细胞坏死和组织损伤川
,

上述自由基和

P
一

LP O
,

必然消耗大量 SO D
、

iV tC
。

本文结果显示抑

郁组 P
一

廿O
、

P
一

N O 高于非抑郁组
,

而 P
一

V i t C 低于非

抑郁
,

说明 SP D 患者体内 N O 自由基产生增多
,

细胞

膜脂质过氧化反应病理性加剧
,

促使氧化
、

抗氧化平

衡紊乱
。

本文结果表明
,

重度抑郁患者与轻
、

中度抑

郁患者之间 SO D 值和 M D A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提示重度抑郁患者可能存在更剧烈的细胞膜脂质过

氧化反应
,

氧化
、

抗氧化平衡紊乱更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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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长骨骨折内固定术中交锁髓内钉瞄准器校正瞄准的应用效果
。

方法 用可调式交

锁髓内钉瞄准器与非可调式交锁髓内钉瞄准器在两个动物实验组 ( A
、
B 组 ) 中进行对比

。

结果 可调式交锁

髓内钉瞄准器在瞄准偏差的情况下
,

通过校正瞄准达到正确瞄准
,

非可调式交锁髓内钉瞄准器在瞄准偏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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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
,

无法校正瞄准
,

需改手工进行
。

结论 可调式交锁髓内钉瞄准器有 良好的适应性
。

〔关键词 } 长骨骨折 ; 可调节的交锁髓内钉瞄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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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治疗长管骨骨折内固定术中更多地采

用了交锁髓内钉内固定术
,

这种手术方式虽然优点

很多
,

但术中存在的锁钉植人失准及术中锁偏不能

完全避免 〔`〕 。

为应对这一难题
,

笔者设计了异型的

交锁髓内钉和可作校正瞄准的髓 内钉瞄准器 z[, , ]
,

并通过动物实验的方法对其有效性进行成功的验

证
,

报告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观察对象为动物骨骼 (牛骨 )
,

在长骨

骨骼模型上人为做成各种式样的骨折类型
,

随机分

为 A
、
B 两组

,

每组 30 例
,

A 组使用新式交锁髓内

钉
、

新式交锁髓内钉瞄准器
,

B 组使用新式交锁髓内

钉
、

旧式交锁髓 内钉瞄准器
。

采用同一人员进行操

作和观察
。

操作按髓内钉瞄准器操作说明书规范进

行
,

对每一例观察结果进行统一 的标准记录和判定
。

1
.

2 瞄准器的设计及制作方法 瞄准器设计的原

理是利用数学的平移理论来构建的
。

平移的基本性

质是川经过平移
,

对应线段平行 (或共线 ) 且相等
,

对应角相等
,

对应点所连接的线段平行且相等
。

髓

内钉的数个钉孔是瞄准器数个孔的平移体
,

它们是

对等的
,

处于同一平面上
,

一侧孔体上升后
,

给另一

侧也平移上升
,

它们的关系不发生改变
,

所以校正型

瞄准器可以正确地瞄准改变位置后的钉孔 ( 见图 1
,

2 )
。

且且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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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调节竖板板 条的竖套套套
999 主管调节升杯杯杯杯

定位杆上端有一个格

森蘸里淤

定位杆上端有三个格

主钉上浮
,

定位杆也随之上浮

1 连接螺杆 ; 2 调节手轮 ; 3 握把 ; 4 定位套 ; 5 固定套 ; 6 髓内

钉 ; 7 近端定位杆 ; 8 调节竖板 ; 9 调节竖套 ; 巧 远端定位套 ; 16

定位架 ; 20 定位杆 ; 21 卡子体 ; 22 髓钉远端锁孔

图 1 新式瞄准器结构

尽
图 2 可调节式瞄准器的工作原理

1
.

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 PS1S 3
.

0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
,

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
,

尸 < 0
.

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实验结果表明
,

在单纯常规瞄准的情况下
,

A
、

B

组各有 28 例顺利锁中钉孔
,

A 组在加用校正瞄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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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的 2 例也全部锁中钉孔
,

B 组 2 例无法做校正

瞄准
,

后在 C 臂式 X 光机的辅助下
,

行手工操作
,

最

后该 2 例虽也能锁中钉孔
,

但有擦碰现象发生
,

效果

未能达优秀
,

评为良好
。

两组观察效果见表 1
。

表 1 两组观察效果比较 ( n)

组 别 例数 优 良 可 差

A 组 3 0 30 0 0 0

B 组 3 0 2 8 2 0 0

注
:
cZ

二 一 1
.

42 6
,

p 二 0
.

15 4

3 讨论

3
.

1 瞄准器瞄偏移发生的背景 在将髓内钉置人

骨髓腔之前
,

需要安装好瞄准器
,

在体外
,

通过示范

后
,

如无任何干扰因素
,

能比较直观
,

髓内钉能很顺

利地锁中主钉的钉孔
。

但在体内
,

特别是在髓腔内

时
,

无法直接看到主钉与锁钉的对应关系
,

同时又易

出现不少干扰因素
,

很容易就发生偏移
,

主要常见以

下几种情况
:
( l) 内钉冠状面的因素所致

,

导杆外偏

型
。

冠状面上导杆向外偏
,

定位杆无法定位于主钉

而影响瞄准
,

造成锁钉植人失败
。

( 2 )导杆内偏型
。

冠状面上导杆向内偏
,

位杆无法定位于主钉而影响

瞄准
,

造成锁钉植人失败
。

( 3 )矢状面因素所致
,

锁

钉前植
。

即锁钉从主钉前方穿过
,

未植人主钉的钉

孔
,

造成锁钉植人失败
。

( 4) 锁钉后植
。

即锁钉从

主钉后方穿过
,

未植人主钉的钉孔
,

造成锁钉植人失

败 [ ’ 〕 。

3
.

2 瞄准器瞄偏发生的原因分析 ( 1) 经验不足
:

应用这方面器械的经验少
,

操作不熟练
,

各种接口连

接得不够紧密
,

造成瞄准器瞄准失真
,

因而造成锁钉

锁不中主钉 ; (2) 主钉发生变形
: 因骨髓腔并不是一

个十分规范的通道
,

它与主钉的弧弓的度数并不一

致
,

髓腔内还有不少不规范的小骨结节
,

主钉在穿行

过程中就难免会与骨腔内部骨皮发生碰撞
、

挤压
,

主

钉发生变形在所难免
,

主钉不能按预定轨迹前进
,

势

必使主钉偏离了原来预定的位置
,

因而瞄准器无法

瞄中主钉的钉孔 ; ( 3) 使用不当
,

定位杆放置操作错

误
:
定位杆通过时对主钉的推挤

,

使锁钉孔与相应瞄

准器孔不在一条直线上
,

操作时
,

定位杆未能接触主

钉前缘并压紧
,

这会使定位杆滑向主钉的内或外侧
,

而无法瞄准
,

使瞄准失败 ; ( 4 )操作错误
:
由于瞄准

器操作步骤较为繁杂
,

容易疏漏器械操作中的一些

步骤
,

使瞄准失败
,

或是未能按瞄准器操作要求进行

操作
,

使瞄准失败 ; ( 5) 器械不 良
:
有研究认为原有

的瞄准器设计不够精确
,

是瞄准失败的直接原

因 {`

;] ( 6 )骨折类型的影响
:
粉碎性骨折

、

多段骨折

也是影响交锁的因素之一
,

这一类骨折由于固定性

差
,

髓腔直径出现变化
,

连续性较差
,

交锁髓内钉插

人骨折远端后出现钉周边与髓 内骨质的嵌切力减

少
,

使骨折远端固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而出现锁钉

困难
,

而影响交锁的成功
。

3
.

3 瞄准器实现校正瞄准的机理 用不同的瞄准

器对比进行实验表明
,

传统的瞄准器一但出现瞄准

偏差就再也无法纠正
,

要么退出重来
,

要么手工操

作
,

徒手上锁
。

为克服这个问题
,

我们设想
,

当主钉

外移或内移时
,

从俯视位置上看
,

定位杆肯定与主钉

不在一条直线上
,

如在定位杆的远侧端做一个准星

(见图 1 )
,

再做一个俯视位的投照
,

看看主钉与准星

是否重叠
,

如两者重叠表明无内外偏移
,

可进行下一

步操作
。

如不重叠
,

表明有偏移
,

可根据偏移情况调

整
,

直到俯视位的投照二者重叠在一起为止
。

当发

生主钉上移或下移时
,

定位杆会上移或下移
,

如在定

位杆上做一些刻度
,

根据术前的刻度记录与术中的

刻度比较
,

就可以得知其上升或下降的幅度
。

所以
,

把瞄准器的远端定位杆改良成可以作上升与下降调

节的可调式瞄准器
,

就不会瞄偏
。

这就是可调式瞄

准器的最大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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