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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体外冲击波联合高压氧治疗兔桡骨骨折骨不连的效果及作用原理。方法 选用新 

西兰雄性健康标准实验大白兔48只(月龄及体重相当)，无菌条件下制作兔双侧桡骨骨不连模型，采用随机 

数字表法随机分成四组，每组12只。其中A组为体外冲击波联合高压氧治疗组；B组为单纯高压氧治疗组； 

c组为单纯体外冲击波治疗组；D组为对照组，不做任何处理。分别在治疗前及治疗后第2、4、8、12周摄X线 

片并处死部分实验动物取活组织进行大体观察、骨折间隙变化、骨痂钙含量测定、光镜检查骨痂成骨细胞计 

数，最后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x线观察，A组与 B、C、D组骨不连间隙4、8、12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A、C两组骨痂钙元素含量2、4、8、12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骨痂成骨细胞计数 2、4、8周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体外冲击波联合高压氧对骨不连的治疗效果优于单纯体外冲击波治 

疗，单纯高压氧治疗对骨不连无明显帮助 ，高压氧可作为体外冲击波治疗骨不连的一种良好的协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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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treatment of bone nonunion of rabbit radius by extraeorporeal shock wave corn· 

bined、vitlI hyperbaric oxygen YU Shao-lin，L1 Hong—yu，LIU Bo—yu，et a1．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the Peo— 

ple s Hospital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Nanning 53002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im effect and action mechanism of extracorpoporeal shock wave combined 

with hyperbaric oxygen in the treatment of bone ununion．Methods Forty—eight heahh standard experiment New Zeal— 

and white rabbits were chosen(months of age are consistent with weights)，and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by using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after the models were made by osteotomy(12 in each group)．Tile group A was extraeorporeal 

shock wave combined with hyperbaric oxygen group；The group B was hyperbaric oxygen group；The group C was 

pure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group；The group D was in control group，X—ray exanfination was made before treat— 

ment and at 2，4，8，12 weeks after treatment；and part of the experimental animals were executed at each time point 

to get the live tissue for making general observation，observing the change of nonunion gap，detecting the calcium 

content，using the optical microscope to observe the osteoblast in bone callus，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data was 

made at last．Results X—ray obseversion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nonunion gap at 4，8， 

12 weeks between group A and group B，C or D(P<0．05)．Callus calcium contents at 2，4，8，12 weeks in group 

A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group C，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allus osteoblast count at 2，4，8 weeks between group A and group C(P<0．05)．Conclusion Extra— 

corporeal shock wave combined with hyperbaric oxygen treatment for bone nonunion is better than pure extrae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simple hyperbaric therapy has no obvious help for the treatment of bone nonunion，hyperbaric 

oxygen can be used as a good synergy method in the extraeorporeal shock wave treatment of bone non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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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组治疗前后X线检查骨折间隙变化情况比较[(露4-s)，mm] 

注：与A组比较， P<0．05；与 C组比较， P<O．05 

2．2 光镜检查结果 A组 2周时间隙两端可见间 

充质细胞及成骨细胞，新生骨小梁形成，骨小梁排列 

不规则，可见较多纤维骨痂；4周时骨岛形成，骨痂 

以软骨骨痂和骨性骨痂为主，可见骨小梁周围有成 

骨细胞，骨小梁增粗；8周时骨样组织逐渐成熟骨 

化，形成新的骨组织，纤维组织出现钙化和骨化，骨 

小梁继续增粗增多，可见部分连续骨小梁；12周时 

骨小梁粗大且致密，连续性较明显，可见大量正常骨 

成分及成骨细胞。C组 2周时大量肉芽组织形成， 

其内可见新生小血管，新生骨小梁形成，但小梁密度 

不均匀，体积小；4周时可见骨小梁增粗，骨痂以纤 

维骨痂和软骨骨痂为主，未见骨性骨痂，骨小梁周围 

可见有成骨细胞，但数量不及 A组；8周时可见骨岛 

形成，骨小梁较前增粗，可见少量骨化组织，未见连 

续骨小梁；12周时骨小梁数量明显增多，但排列不 

规则，可见部分呈网络状的骨小梁，骨组织无生长迹 

象，纤维组织出现骨化现象。B、D两组各时间点所 

取骨间隙处无骨痂生成，早期可见炎症细胞浸润，镜 

下未见活跃的呈增生状的成骨细胞，见较多的成纤 

维细胞和排列紊乱的纤维结缔组织。A、c两组8周 

时光镜观察情况见图2。 

图2 A、C两组8周时光镜观察情况(HE×400) 

2．3 A、C两组各时间点骨痂中钙元素含量比较 

A、C两组骨痂中钙元素含量比在各时间点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B、D两组各时间点所取骨间隙处无 

骨痂生成)。见表 2。 

表2 A、C两组各时间点骨痂中钙元素含量比较(mg／g) 

堡 型 筮 i 三 2筮 i 三 2箜 ( 三 2笙 旦i ! 
A组 2．25 4-0．29 3．42-t-O．36 4．46±0．44 5．34±0．27 

堡 !： 圭 ： ： 圭 ： ： 主 ：盈 ：丝 ： ! 
t 4．002 5．070 3．959 6．7l2 

P 0．0o8 O．0o3 O．0o8 0．001 

2．4 A、C两组各时间点骨痂中成骨细胞计数比较 

A、C两组在2、4、8周成骨细胞计数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12周时两组成骨细胞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D两组各时间点所取骨间隙处无骨痂生成)。 

见表 3。 

表3 A、C两组各时间点骨痂中成骨细胞计数比较( ±s) 

3 讨论 

3．1 体外冲击波的作用原理 体外冲击波治疗骨 

不连的成功率可达 85％ 。甚至有学者 认为，体 

外冲击波可作为骨不连的首选治疗方法。体外冲击 

波治疗的主要机理是利用冲击波的空化效应和声学 

原理，造成骨折两端硬化骨和正常骨组织的扭转和 

能量梯度差，使硬化骨应力碎裂，形成微小骨折。另 

外，冲击波使骨不连部位形成的大量微骨片向中间 

移位，使得骨不连间隙变窄，在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 

用下骨不连部位形成新的血肿，血肿处的炎症反应 

释放炎性介质和生长因子将有利于趋化和募集骨母 

细胞，重启骨折的愈合机制 j。随着对体外冲击波 

研究的不断深入，其作用原理也得到不断的完善， 

Hausdorf等 发现体外冲击波治疗可产生一种由成 

纤维细胞和成骨细胞分泌的具有促进新骨形成作用 

的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一2)，产生诱导成骨作 

用的生物学方面的效应。 

3．2 体外冲击波联合高压氧治疗骨不连的意义 

高压氧与体外冲击波协同使用时，能加快骨痂生长 

及骨痂中钙盐的沉积，促进骨的钙化 J。体外冲击 

波联合高压氧作用的可能机制为：(1)体外冲击波 

使骨折断端产生微骨折的作用，重启骨折愈合机制， 

而高压氧治疗通过增加动脉血和缺氧组织氧分压梯 

度而提高骨折处氧供应，改善骨折处缺血缺氧环境， 

起到加快骨折愈合的作用 J。(2)在本实验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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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发现体外冲击波联合高压氧治疗组的成骨作用明 

显强于单纯体外冲击波治疗组，光镜检查也发现，联 

合高压氧组镜下成骨细胞数明显多于单纯体外冲击 

波组。(3)促进某些生长因子的作用。国内学者 

研究表明高压氧能促进骨折断面生长因子骨形态发 

生蛋白-2(BMP-2)、骨形态发生蛋白-7(BMP-7)、CD34、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表达上调，且 VEGF与 

BMP-2、BMP-7、CD34呈正相关表达关系，这些因子 

的存在能起到加快新生骨形成作用，促进骨折愈合。 

3．3 本研究表明高压氧对体外冲击波治疗后骨不 

连部位骨组织生长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提高了 

体外冲击波治疗骨不连的有效性 ，而单纯高压氧治 

疗对骨不连无明显作用。高压氧的主要协同作用表 

现为：(1)改善骨不连部位氧供及血供，改善局部微 

循环，促进骨折愈合；(2)促进骨折端骨痂形成；(3) 

促进骨痂中钙及其他元素的沉积；(4)促进成骨折 

端成骨细胞分化。因此，对于使用体外冲击波治疗 

的骨不连患者，如果无明显禁忌证，可以联合高压氧 

治疗来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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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广西孕产妇梅毒感染情况，为制定梅毒母婴传播干预政策提供依据。方法 对首 

次产检建卡和住院分娩的孕产妇进行免费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RPR)或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TRusrt)筛查，试验结果呈阳性者采用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TPPA)进行确认。收集2011—2013年 

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信息系统月报表，应用 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2011年、 

2012年、2013年全区孕产期接受梅毒检测的孕产妇数分别为798 305人、924 622人和852 306人，三年合计 

筛查2 575 233人，孕产妇梅毒检测率分别为96．12％、99．55％、99．84％，呈逐年上升趋势。2011年、2012年、 

2013年发现感染梅毒孕产妇总数分别为 1 778人、870人和 1 410人，孕产妇梅毒检出率分别为0．22％、 

0．09％和 0．17％，2013年较 2012年上 升了近一倍。孕产妇孕期梅毒检测率 2013年较 2011年上 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