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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骨高位截骨术治疗膝骨关节炎的疗效

董龙家１，何宇祺２，张　卫１

（１．贵州医科大学附属白云医院 骨科，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１４；２．贵州医科大学，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４）

［摘　要］目的：探讨腓骨高位截骨术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ＫＯＡ）近期临床效果。方法：选取ＫＯＡ（膝关
节内侧间隙变窄）患者４６例，采用腓骨高位截骨术进行手术治疗，术前完善膝关节负重位 Ｘ线和视觉模拟评分
法（ＶＡＳ）评估疼痛程度；采用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膝关节评分系统（ＨＳＳ）评估患者膝关节的疼痛、功能、活动度、
肌力、屈曲畸形及关节稳定性；美国膝关节协会评分系统（ＫＳＳ）评估患者膝关节在疼痛、活动度、关节稳定性、行
走能力及上下楼等方面情况。结果：患者术后１ｄ、术后１月、术后１年时关节疼痛程度较术前逐渐减轻，膝关节
功能明显好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除ＫＳＳ评分中膝关节稳定性在术后１ｄ与术前比较、术后１月与
术后１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ＨＳＳ、ＫＳＳ评分其他分项指标中各时间点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结论：腓骨高位截骨术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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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关节骨关节炎（ｋｎｅｅ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ＫＯＡ）是
常见的慢性关节疾患，医院门诊膝关节疼痛的患者

５０％以上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症状为内侧关节间
室的压痛、Ｘ线主要是膝关节间隙变窄及骨质增
生［１］。目前ＫＯＡ的保守治疗方式有对症止痛、生
活方式改变、患肢功能锻炼，但治疗效果有限，生活

质量无明显改善。保守治疗无效后胫骨截骨、单髁

置换、全膝关节置换等手术成为止痛、改善关节功

能的主要方式，虽然疗效确切，但手术费用高、手术

复杂、学习曲线较长，在基层医院开展受限。张英

泽教授［２］提出的不均匀沉降理论近年来得到越来

越多的认可，腓骨高位截骨术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

疗效令人满意，为缓解疼痛和改善膝关节功能提供

了新的治疗选择。本研究通过对膝关节内侧间隙

变窄的４６例骨关节炎患者行腓骨高位截骨术，均
取得显著的治疗效果，报告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０１６年４月诊断为骨关节

炎（膝关节内侧间隙变窄）患者 ４６例，其中男 ８
例、女３８例，５２～７１岁、平均 ６２２２岁，膝骨关节
炎病史１～１２年、平均４６年，主要症状为膝关节
的疼痛、以内侧间室疼痛为主。Ｘ线检查示内侧间
隙变窄，依据 Ｋｅｌｌｇｒｅ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Ｋ＆Ｌ）分级标
准［３］，Ⅱ级１８例、Ⅲ级２１例、Ⅳ级７例。入院前所
有患者均口服非甾体类阵痛消炎药、股四头肌功能

锻炼等保守治疗。效果不佳或病情反复，未进行手

术类治疗。

１２　纳入及排除标准
１２１　纳入标准　膝关节骨关节炎诊断标准：
（１）近１个月反复的膝关节疼痛，（２）Ｘ线片（站立
位或负重位）关节间隙变窄、软骨下骨硬化和（或）

囊性变、关节边缘骨赘形成，（３）关节液（至少 ２
次）清亮、黏稠，ＷＢＣ＜２０００个／ｍＬ，（４）年龄≥５０
岁，（５）晨僵时间≤３０ｍｉｎ，（６）活动时有骨擦音
（感）；满足诊断标准（１）＋（２）条或（１）＋（３）＋
（５）＋（６）条或１＋４＋５＋６条可诊断为 ＫＯＡ。明
确膝关节骨关节炎诊断前提下，还需满足以下标

准：（１）临床以内侧间室压痛为主要症状，（２）Ｘ线
检查提示内侧间室变狭窄、外侧间室高度基本正常，

（３）存在或不存在膝内翻畸形、内翻畸形＜１０°。
１２２　排除标准　（１）实验室检查血常规、尿常
规、血沉、ＣＲＰ、凝血功能、血生化、免疫等项目异
常，提示可能存在膝关节感染或诊断为类风湿性膝

关节炎的患者；（２）膝关节外翻畸形，伴外侧间隙
狭窄；（３）既往外伤病史，确诊存在韧带损伤。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术前评估　术前完善膝关节负重位 Ｘ线
和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ｓｃｏｒｅ，
ＶＡＳ）［４］评估疼痛程度，根据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膝
关节评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ｏｒ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ｋｎｅｅｓｃｏｒｅ，
ＨＳＳ）、美国膝关节协会评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ｋｎｅ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ｋｎｅｅｓｃｏｒｅ，ＫＳＳ）评分系统评估患者膝关节功能。
１３２　手术　手术均由同一医生操作完成。患者
取仰卧位、臀部垫高，连续硬膜外麻醉后，患肢抬高

３～５ｍｉｎ，使用气压止血带，压力约３２～３８ｋＰａ；采
用小腿后外侧入路，以腓骨约中上１／３交界处为中
心作１长约２～３ｃｍ纵形切口，逐层切开皮肤、皮
下、筋膜，辨认腓骨长短肌及比目鱼肌，经腓骨长短

肌和比目鱼间隙显露腓骨骨质并充分暴露，采用摆

锯截除腓骨块及骨膜约２ｃｍ，用咬骨钳或骨锉使
断端整齐、平滑，髓腔用骨蜡封闭。生理盐水冲洗，

电凝止血、逐层缝合，纱布包扎。

１３３　观察指标　术后第２天完善负重位 Ｘ线
检查，根据ＶＡＳ评分法评估患者术后第２天、术后
１个月、术后１年患肢疼痛程度，采用ＨＳＳ、ＫＳＳ评
分系统评估患者术后第２天、术后１个月、术后１
年时的膝关节功能，总分为１００分。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分析，ＶＡＳ评分、ＫＳＳ评
分、ＨＳＳ评分以（ｘ±ｓ）表示，术前术后的结果比较
采用配对ｔ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术前及术后的ＶＡＳ、ＫＳＳ、ＨＳＳ评分
患者术后１ｄ、术后１月、术后１年时关节疼痛

程度较术前逐渐减轻，膝关节功能明显好转，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１ｄ、术后１月、术
后１年时间点ＶＡＳ、ＫＳＳ、ＨＳＳ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ＫＳＳ功能评分术后１月
与术后１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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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膝骨关节炎患者术前及术后各时间点ＶＡＳ、ＫＳＳ及ＨＳＳ评分（ｘ±ｓ，分）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ＶＡＳ，ＫＳＳａｎｄＨＳＳｓｃｏｒｅｓｉｎ４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ＫＯ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时间 ＶＡＳ评分
ＫＳＳ评分

临床评分 功能评分
ＨＳＳ评分

术前 ５６７±０９４ ５４２２±８４４ ２９１９±６３１ ５０６１±５８８
术后１ｄ ４２４±０６４（１） ６８７６±８１６（１） ３４８９±５９８（１） ６２３０±５５０（１）

术后１月 ２０９±０５９（１）（２） ７９２０±６５７（１）（２） ６６５９±８６０（１）（２） ７１８７±５５２（１）（２）

术后１年 １５７±０５０（１）（２）（３） ８２８０±５６２（１）（２）（３） ７０４１±７１３（１）（２） ８００７±４５６（１）（２）（３）

（１）与术前比较，Ｐ＜００５；（２）与术后１ｄ比较，Ｐ＜００５；（３）与术后１ｄ比较，Ｐ＜００５；（３）与术后１月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ＨＳＳ评分中各分项指标
ＨＳＳ评分各分项指标中，患者术后１ｄ、术后１

月、术后１年时，膝关节疼痛、功能、活动度、肌力、

屈曲畸形稳定性等方面评分较术前增加，术后１ｄ、
术后１月、术后１年各时间点各分项指标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膝骨关节炎患者各时间点ＨＳＳ评分各分项指标比较（ｘ±ｓ，分）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ＳＳｓｃｏｒｅｓｉｎ４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ＫＯＡ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指标 术前 术后１ｄ 术后１月 术后１年
疼痛 １５６５±１７１６ ２０２２±１７９（１） ２４１７±１７７（１）（２） ２６５０±１５９（１）（２）（３）

功能 ６８９±１３０ ８８３±１２３（１） １０７８±１４２（１）（２） １３６７±１５５（１）（２）（３）

活动度 ６８９±１３０ １２３５±１７５（１） １３８５±１８３（１）（２） １５１１±１３９（１）（２）（３）

肌力 ６４１±１１７ ７４３±１１７（１） ７９８±１０２（１）（２） ８６３±０９０（１）（２）（３）

屈曲畸形 ５７６±１３０ ６６７±１１６（１） ７３７±１０４（１）（２） ７７８±０８９（１）（２）（３）

稳定性 ７９１±０６９ ８３７±０７１（１） ８７６±０７４（１）（２） ９１７±０７４（１）（２）（３）

扣分 ２７２±０９１ １５７±０６２（１） １０４±０７０（１）（２ ０８０±０６５（１）（２）（３）

ＨＳＳ总分 ５０６１±５８８ ６２３０±５５０（１） ７１８７±５５２（１）（２） ８００７±４５６（１）（２）（３）

（１）与术前比较，Ｐ＜００５；（２）与术后１ｄ比较，Ｐ＜００５；（３）与术后１月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ＫＳＳ评分中各分项指标
ＫＳＳ评分各分项指标中，随术后时间延长，患

者膝关节的疼痛、活动度明显好转（Ｐ＜００５）；行
走能力及上下楼功能除术后１年与术后１月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各时间点功能均有明显

改善（Ｐ＜００５）；膝关节稳定性在术后１ｄ与术前
比较、术后１月与术后１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骨关节炎患者各时间点ＫＳＳ评分中各分项指标评分（ｘ±ｓ，分）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ＫＳＳｓｃｏｒｅｓｉｎ４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ＫＯＡ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指标 术前 术后１ｄ 术后１月 术后１年

临床指标

　疼痛 ２０３３±４００ ３０１５±４７５（１） ３５９３±４１３（１）（２） 　３７７４±３６８（１）（２）（３）

　活动度 １６７８±３３５ １８７２±２９０（１） ２１１３±２０７（１）（２） ２２２８±１６８（１）（２）（３）

　稳定性 ２２９３±１３７ ２３１７±１２０ ２３５２±１０７（１） ２４０７±１０６（１）（２）（３）

　减分 ５８７±１６９ ３３５±１４９（１） １４６±０６２（１）（２） １２８±０４６（１）（２）（３）

　总分 ５４２２±８４４ ６８７６±８１６（１） ７９２０±６５７（１）（２） ８２８０±５６２（１）（２）（３）

功能评分

　行走能力 １６９６±３０８ １９８５±３３３（１） ３４５２±４６３（１）（２） ３６２６±３７６（１）（２）

　上下楼 １６９８±３１１ １８８０±２９１（１） ３３６３±４４８（１）（２） ３４８９±３９２（１）（２）

　减分 ４０２±０６５ ３８０±０５８（１） １５９±０８８（１）（２） ０７４±０６５（１）（２）（３）

　总分 ２９１９±６３１ ３４８９±５９８（１） ６６５９±８６０（１）（２） ７０４１±７１３（１）（２）（３）

（１）与术前比较，Ｐ＜００５；（２）与术后１ｄ比较，Ｐ＜００５；（３）与术后１月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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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膝骨关节炎在退行性关节疾病居于首位，多发

于中老年人，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６５岁
以上的人群中ＫＯＡ的发病率可高达８５％，男女比
例约为１∶２［５］，ＫＯＡ病因目前尚不清楚，但与年龄
相关，是外界多种因素对易感个体作用的结果。

Ｓｅｇａｌ等［６］研究证实膝关节软骨的过度负重与膝骨

关节炎的发病率关系密切。赵玺等［７］对骨代谢指

标ＣＴＸ－１的研究发现，骨质疏松是造成骨性关节
炎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对膝外侧腓骨皮质骨的有

效支撑，膝关节内侧支撑耐力相对薄弱，受人体重

力和下肢力线的影响，内侧平台沉降速度明显大于

外侧。李存祥等［８］将腓骨中上１／３截除１～１５ｃｍ
长度的腓骨后，能很大程度缓解膝骨性关节炎的内

侧间室疼痛症状；张英泽教授［２］通过影像学和生

物力学研究，提出了膝关节不均匀沉降理论，认为

腓骨的外侧支撑是导致胫骨平台内外侧不均匀沉

降的决定性因素，最终导致膝关节内侧间隙变窄和

膝内翻，加剧了膝关节的退行性改变。根据膝关节

胫骨平台不均匀沉降理论，腓骨高位截骨术后外侧

平台支撑减少，生物力学试验证实腓骨高位截骨

后，膝关节外侧间室的压力增加约１２９２％，膝关
节内侧间室的压力减少约２１５７％，胫骨平台承受
的负荷重新分布、力线外移，关节内侧间室的压力

减小，使疼痛得以缓解［９］。除了骨性的支撑原因，

腓骨高位截骨后周围肌肉的生物力学改变亦为不

均匀沉降提供理论支持。当腓骨中近１／３被截除
２ｃｍ后，腓骨长短肌和比目鱼肌等小腿肌肉将腓
骨牵向远端，就像弓弦被拉紧，形成一个以胫骨外

侧平台为支点的杠杆结构，进而翘起股骨的内侧

髁，使胫骨内侧平台的张力减少，负荷随之从膝关

节内侧转移至外侧，从而缓解了骨关节炎内侧间室

的症状［１０］。Ｙａｎｇ等［１１－１２］对１１０例ＫＯＡ患者行腓
骨高位截骨术并随访２年以上，发现侧关节间隙和
股骨胫骨角均明显小于术前（Ｐ＜０００１），平均
ＶＡＳ评分较术前明显降低 （Ｐ＜０００１），ＫＳＳ评分
较术前明显改善（Ｐ＜０００１）。徐明等［１２］对单髁

关节置换术与腓骨高位截骨治疗内侧单间室狭窄

膝关节骨关节炎进行对比研究，认为两者均具有较

好早期疗效；由于腓骨高位截骨手术为关节外的手

术，若后期行人工膝关节置换，则不会产生不良影

响［１３］。本研究中４６例患者经腓骨高位截骨手术

后，疼痛均有明显缓解，ＶＡＳ评分由术前（５６７±
０９４４）分降低到术后１年（１５７±０５０１）分，ＨＳＳ
评分术前（５０６１±５８８）分提升到术后 １年
（８００７±４５６）分，ＫＳＳ临床评分由术前（５４２２±
８４４）分提升到术后１年（８２８０±５６２）分，ＫＳＳ功
能评分术前（２９１９±６３１）分提升到术后 １年
（７０４１±７１３）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与术前相比，患者术后疼痛减轻，随时间延
长，疼痛缓解程度越来越明显术后膝关节功能明显

好转。可见，腓骨高位截骨术治疗骨关节炎能减轻

患者的疼痛，改善膝关节功能，其手术简单、并发症

少，可以成为膝关节骨关节炎治疗的一种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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