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肱二头肌长头腱止点钙化性肌腱炎一例 !病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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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介绍

患者"男"#' 岁"主诉(无明显诱因左肩关节肿

痛%活动受限 $ 9)"于 '%'% 年 # 月入院& 专科查体!

左肩关节稍肿胀"局部皮温较对侧稍高"左上肢呈被

动屈曲体位"肩关节各方向主%被动活动明显受限"

拒按"肱二头肌张力试验*>?@@9#A$+"叶加森试验

*B@CD-<6=#A$+"疼痛视觉模拟量表#E.<F-/G=-/6DF@

>5-/@"EG>$评分 ( 分& H线检查!左肩关节间隙内

高密度影"考虑游离体"不除外软骨钙化及陈旧性骨

折#见图 $$& 血常规检查!白细胞 1I&( J$%

&

:K"中

性粒细胞百分比 %I181"中性粒细胞数量 #I## J

$%

&

:K"血沉 8% ,,:L"M反应蛋白 8&I8 ,D:K"尿酸

#8&

!

,6/:K& MN检查!左肩关节间隙内高密度影"考

虑游离体可能#见图 '$& O7P检查!#$$左肩关节

间隙上缘内侧异常信号"考虑为游离体'#'$左肩关

节腔积液#见图 8$& 患者既往体健"否认有高血压%

痛风%肾病史等& 手术操作!#$$麻醉#静脉全麻放

置喉罩$成功后"患者取右侧卧位"左上肢置于体侧

牵引"负重 8 QD"肩峰%喙突及肩锁关节用标记笔作

标记"入路作标记"常规前下及后方入路& #'$铺单

及防水敷料"先用 $$R刀片切开后路皮肤"用钝头闭

孔器带套管朝喙突方向穿刺进入盂肱关节"可见关

节内滑膜稍有
!

生"肱二头肌长头腱止点周围滑膜

增生较为明显"肱二头肌长头腱附着点与滑膜缘交

界部表面可见(草莓斑)& #8$再予 $$R刀片切开前

下入路皮肤"直钳开口%扩大入路& 将刨刀及射频等

离子刀置入关节腔内予清理干净增生滑膜"探
"

上%

下%前%后盂唇"无撕裂"稳定性好& 于肱二头肌长头

腱附着点与滑膜缘交界部(草莓斑)处用探钩探
"

"下

表面可见大量牙膏样%牛奶样内容物冒出#见图 #$&

继续探钩探查"可见病灶沿肱二头肌长头腱分布"予

病灶刮勺及刨刀清理干净局部病灶组织"见肱二头

肌长头腱止点被侵蚀范围约 $:'"留取病理标本&

##$生理盐水反复冲洗盂肱关节腔"于盂肱关节腔

内注入 $支盐酸罗派卡因A$ 支醋酸曲安奈德"退出

关节镜"缝合切口"敷料固定"结束手术& 术后复查

MN!右侧肩盂上方钙化灶消失#见图 "$& 术后病理

结果!钙化性肌腱炎#见图 1$& 患者术后第 8 天出

院"$ 个月后恢复正常工作"至今症状无复发&

图 $!术前H线检查提示肩盂上方钙化性病灶

图 '!术前三维MN提示肩盂上方钙化性病灶

图 8!术前O7P提示肩盂钙化沉着物!关节腔内大量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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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术中关节镜下可见肱二头肌长头腱止点处牙膏样!牛

奶样内容物

图 "!术前!术后三维MN对比提示肩盂上方钙化灶消失

图 1!术后病理结果提示钙化性肌腱炎"S*J$%%#

#"讨论

!!(钙化性肌腱炎)这一概念由 T/-=Q 在 $&"' 年

首次提出*$+

"是指肩袖内的钙化沉积引起肩关节疼

痛及其活动受限等症状"急性期主要临床表现为剧

烈疼痛*'+

& 在临床上冈上肌钙化症最为常见"但肱

二头肌长头腱钙化性肌腱炎较为罕见"其致病原因

尚未明确"存在较大争议"有文献报道致病为组织缺

氧所致*8+

& 根据钙化灶的组织学变化"可将钙化性

肌腱炎分为四期!#$$钙化前期'#'$钙化物形成期'

#8$钙化物重吸收期'##$修复期*#+

& 肩袖钙化性肌

腱炎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大多数患者可通过封闭%局

部理疗等保守治疗取得良好效果& 当保守治疗效果

不佳或临床症状较重影响日常生活时"可选择手术

治疗"关节镜下微创手术是一种切实可行%快速恢复

的治疗方案*"+

& 目前大多数报道为冈上肌%肩胛下

肌钙化性肌腱炎关节镜下清理"本文报道 $ 例全关

节镜微创下清理肱二头肌长头腱钙化性肌腱炎&

#$!"钙化性肌腱炎的临床特点!肌腱钙化沉积病指

钙盐沉着于肌腱中"最常见于肩关节的肩袖肌腱#以

冈上肌最为常见$& 引起钙盐沉积的原因目前尚不

清楚"可能与肌腱退变%缺血缺氧%局部压力增高等

因素有关*1+

"现阶段较为广泛接受的致病原因为组

织缺氧*0+

& 肌腱内部缺少末梢神经分布"早期"钙

盐沉积于肌腱内部时患者一般没有疼痛感& 当钙盐

变稀"开始吸收"突破肌腱进入关节腔时"因关节腔

内有大量末梢神经分布"患者就会出现十分剧烈疼

痛的症状& 常常突发起病"局部疼痛难忍%拒按"此

时患者各项炎性指标可正常或有升高&

#$#"钙化性肌腱炎的治疗"肌腱钙化沉积病为自

限性疾病"有自愈顷向"可考虑保守治疗"包括休息%

非甾体类抗炎药物治疗%局部理疗%超声引导下针刺

治疗%封闭治疗及应用近些年快速发展的冲击波治

疗技术等& 经保守治疗后"如果疼痛持续加重"影响

日常活动"或者保守治疗无效"可考虑手术治疗& 手

术治疗可分为开放性切开手术治疗和关节镜下微创

治疗"肩关节镜下探及(草莓斑)病变及病灶内的牙

膏样%牛奶样内容物是确诊的重要手段& 手术的目

的是去除局部炎性刺激"降低局部压力"从而快速缓

解疼痛症状"利于患者早期康复& 当今微创理念深入

人心"微创化%无痛化%精准化%切口美观化等均为患

者的需求& 近年来"随着关节镜技术的日趋成熟"肌

腱钙化沉积病在微创手术条件下清除的方法已开始

引起人们的重视& 开放性切开手术已不作为首选手

术治疗方案"而关节镜下微创治疗由于手术创伤小"

术后患肢功能恢复快"已成为手术治疗的优先选择

方案*(+

& 其优点在于微小的有限创伤%放大的直视

探
"

及手术操作%病灶清除彻底以及术后恢复快等"

缺点在于需要全身麻醉或臂丛麻醉%住院治疗%手术

费用较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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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骨性
"

类错牙合是青少年时期常见的一类牙颌面畸形"其矫治效果与生长发育潜力%骨骼不调严

重程度密切相关& 该文就青少年骨性
"

类错牙合特点%矫治方法%建议配合正颌手术治疗的颅颌面特征%牙齿移

动界限及软组织变化特点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更好地为临床选择青少年骨性
"

类错牙合正畸矫治病例及预测矫

治疗效提供依据&

!!"关键词#!青少年'!骨性
"

类错牙合'!边缘'!颜面美学'!矫治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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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正畸治疗应在治疗结束时获得牙齿健康

和医患满意& 而成功的关键是"青少年骨性
"

类边

缘患者行正畸矫治术前指征的判别分析& 有文献报

道"$ 例 $1 岁的男性青少年患者在寻求正颌外科术

前"已佩戴了 1 年的正畸矫治器"但外貌未见改善"

还出现牙松动%牙槽骨吸收等不良后果*$+

& 因此"为

更好避免此类状况的发生"在生长发育时期"正确判

断行单纯正畸治疗矫治骨性不调的限度对于矫治设

计及预判矫治疗效尤为重要&

!"错牙合特点

骨性
"

类错牙合是青少年时期常见的一类牙颌面

畸形"以上颌骨发育正常"下颌骨发育不足或后缩型

居多"Ge]h"i"凸面型侧貌*'+

& 随着人们对于矫正

牙列不齐及改善软组织侧貌意识的增强"在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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