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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肌腱是指由致密结缔组织构成的、没有收缩能力的骨骼
肌组成部分。肌腱损伤则主要是指肌腱起止点断裂所致的肌
腱断裂病症，患者发病后多有运动受限等临床症状，一般利
用手术治疗方式帮助患者修复受损肌腱，帮助患者恢复较正
常的活动状态，但术后若患者康复状态不佳，则极易出现肌
腱粘连等并发症，会对其整体的诊疗效果造成严重影响[1-2]。因此
可在术后对患者行防粘连膜治疗，以降低肌腱粘连等并发症
发生几率，促进患者的术后恢复速度，确保患者能在预期时
间内达较好的治疗效果。为进一步研究此治疗方式的实际应
用情况，本研究主要分析了在肌腱修复过程中行防粘连膜治
疗的临床应用情况，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5年9月至2020年9月收治的64例肌腱
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分为观察组(32例，女10例，男
22例，年龄范围为18~58岁，平均年龄为(32.84±2.74)岁，
病 症 类 型 ： 伸 肌 腱 损 伤 1 1 例 ， 屈 肌 腱 损 伤 2 1 例 ) 和 对 照 组
(32例，女9例，男23例，年龄范围为19~57岁，平均年龄为
(32.66±2.73)岁，病症类型：伸肌腱损伤12例，屈肌腱损伤
20例)。利用统计学软件(SPSS 22.0)对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如年

龄、病症类型等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无显
著差异(P>0.05)，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依照《临床诊疗指南》[3]，本研究中所有肌腱
损伤患者均符合相关诊疗标准；本研究中所有研究对象及其
家属均自愿签字同意，且医学伦理委员会同意。
　　排除标准：有断指或其他骨折等病症者；患者有严重精
神疾病、意识障碍；患者有手术禁忌症，无法接受相关手术
治疗；患者在接受本研究治疗前6个月内，接受过皮质醇等药
物治疗。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对照组：仅接受常规手术治疗。行臂丛麻
醉，并在其手指掌侧做一切口，根据其具体病情，适当延
长切口，以暴露肌腱近、远侧断端，后对肌腱损伤部位行
Kessler缝合治疗，术后止血，缝合创面。并用石膏托固定患
处，指导患者适当进行固定下的运动锻炼。
　　观察组：均接受防粘连膜治疗，其手术治疗方式同对照
组完全一致，只是在行Kessler缝合治疗后，还需对患者行
防粘连膜包绕治疗，其治疗方式具体如下：利用可吸收性
防粘连膜(成都迪康中科生物医学材料有限公司，国械注准
20153640964)，包绕其肌腱缝合处，并利用无创缝线对其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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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膜进行固定。术毕，同样用石膏托固定患处，并适当进行
康复锻炼。
1.2.2 观察指标  (1)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的肌腱组织恢复情况，
包括利用肌腱组织学评分标准及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对患者
进行治疗前、治疗后的肌腱组织恢复情况及疼痛情况这两方
面的评估，其中肌腱组织学评分标准共计30分，分数越高，
患者肌腱组织恢复情况越差。VAS评分共计10分，分数越
高，患者疼痛程度越严重，经这两指标数据统计对比，以分
析哪种手术治疗方式对患者肌腱组织的正面影响更大。对比
两组患者经治疗后不良事件的发生，即统计出现术后创伤感
染、肌腱粘连、肌腱再断裂等症状的患者人数，以分析对比
哪种治疗方式的术后不良事件发生几率更低。对两组患者的
手术疗效进行统计分析：显著：经治疗后，活动受限等临床
症状有显著改善，患者无肌腱粘连等不良事件的发生，患者
肌腱组织康复状态稳定、良好，在诊疗后3个月内能达预期行
走状态，其经治疗后活动能力恢复较好；一般：经治疗后，
活动受限等临床症状有明显改善，患者有轻微肌腱粘连等不
良事件的发生，但手术疗效未受不良事件影响，在诊疗后3
个月内基本能达预期行走状态，其经治疗后活动能力恢复较
好；较差：经治疗后，活动受限等临床症状无显著改善，或
是患者有严重肌腱粘连等不良事件的发生，不能保持较稳定
的康复状态，且对其手术治疗效果造成严重影响，或是患者
不能在诊疗后3个月内达预期行走状态，其经治疗后活动能力
恢复较差。总有效率=(显著+一般)/例数×100%。
1.3 统计学方法  肌腱组织学评分、VAS评分(计量资料，
χ
-
±s)，不良事件发生几率、临床疗效(计数数据，%)，输入

到统计学软件(SPSS 22.0软件)中，分别经由t、χ
2验证，若

(P<0.05)则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肌腱组织恢复情况  统计对比两组患者肌腱
组织恢复情况，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经治疗后的肌腱
组织学评分、VAS评分更低(P<0.05)，见表1。

2.2 对比两组患者经治疗后不良事件的发生  统计对比两组患
者经治疗后不良事件的发生，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术后创
伤感染、肌腱粘连、肌腱再断裂的总发生率更低(P<0.05)，
见表2。
2.3 对比两组患者的手术疗效  统计对比两组患者的手术疗
效，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诊疗结果呈显著、一般的总人数

更多，总有效率更高(P<0.05)，见表3。

3  讨   论
　　肌腱是构成骨骼肌的主要部分，而骨骼肌是维持人体正
常运动能力的主要组织，通过骨骼肌的收缩能使人体作出相
应的屈伸等动作，因而一旦肌腱受损，则会影响骨骼肌的正
常收缩，进而出现活动受限等临床症状[4-5]。一般情况下肌腱
损伤主要以肌腱断裂为主要特征，即肌腱起止点出现断裂现
象，此病症多是因长期、反复的不良机体状态，致肌肉过度
疲劳、磨损，进而随时间的推移，损伤程度的累积，最终致
患者出现肌腱损伤症状[6-7]。同时因直接暴力因素也会导致肌
腱断裂状况，为避免患者正常生活状态、活动能力受过多影
响，肌腱损伤患者需及时入院接受有效救治。
　　就肌腱损伤的临床治疗情况而言，多是通过手术治疗方
式帮助患者将断裂的肌腱进行修复，以帮助其恢复较正常的
肌腱功能作用[8-10]。本研究通过常规手术治疗方式对患者进
行Kessler缝合治疗，以帮助其修复损伤处的肌腱，后未接
受防粘连膜治疗的患者，在正常手术过程完成后，接受石膏
托固定治疗即可，术后医护人员可根据其具体康复状态，为
其制定相应的康复计划[11-12]。而接受防粘连膜治疗的患者，
则在Kessler缝合治疗后，医师需用可吸收性防粘连膜对其
进行缝合治疗处的肌腱进行包绕[13-14]。其中防粘连膜是一种
人工柔性半透明膜，将此物质置入人体后仍能保持正常薄膜
的形态，可达隔离手术创面及周围组织、器官的治疗目的，
进而在接受缝合治疗的肌腱处，随肌腱自身的愈合，可有效
避免深浅肌腱间的粘连，避免缝合处肌腱同其他组织的粘
连[15-16]。且作为可吸收性防粘连膜，随着时间推移，此防粘
连膜会被患者自身机体降解吸收，且不会对患者机体造成负
面影响，无过多残留或蓄积物质，能确保包绕处肌腱恢复正
常组织状态，无残留物质的影响。同时也无需再次行手术治
疗方式取出防粘连膜，可帮助患者维持良好且稳定的康复状
态。在本研究中，通过常规手术治疗同术后接受防粘连膜治
疗间对比可知，接受了防粘连膜治疗的患者，其经治疗后的

表3 两组患者的手术疗效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著        一般                 较差    总有效率

观察组 32             17(53.13)          15(46.87)             0                     32(100.00)

对照组 32             8(25.00)       19(59.38)           5(15.62) 27(84.38)

χ2                    5.317        1.004                   5.424   5.424 

P                     0.021        0.316                  0.020   0.020

表2 两组患者经治疗后不良事件的发生对比[n(%)]
组别 例数          术后创伤感染         肌腱粘连        肌腱再断裂      总发生率

观察组   32 1(3.13)               0                      0     1(3.13)

对照组   32 2(6.25)               4(12.50) 1(3.13)          7(21.88)

χ2  0.350                4.267  1.016      5.143 

P  0.554                0.039  0.313      0.023

表1 两组患者肌腱组织恢复情况的对比(χ- ±s)

组别          例数
           VAS评分                      肌腱组织学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32        5.83±1.15       2.54±0.85       26.43±2.12         11.32±1.34

对照组 32        5.88±1.16       3.98±0.98       26.35±2.09         16.33±1.89

t             0.173 6.279         0.152                      12.233

P             0.863 0.001         0.880                      0.001

（下转第 89 页）



·89

JOURNAL OF  RARE  AND  UNCOMMON  DISEASES, AUG. 2021,Vol.28, No.4, Total No.147

[3]唐少龙,黄庆华,吴罗根,等.两种后路内固定结合单开门手术治疗多节段

脊髓型颈椎病的近期疗效比较[J].临床骨科杂志,2016,19(3):257-261.

[4]王涛,尚平福,徐钦华,等.颈椎后路不同减压内固定术治疗累及C2节段脊

髓型颈椎病的疗效对比[J].山东医药,2019,59(17):66-69.

[5]Zhou Y J,Chai X B.Opinions about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multilevel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J].Zhongguo Gu

Shang,2016,29(6):561-565.

[6]周育巧,陈金财,张秀芳,等.微型钛板和改良Y型纳米骨板在多节段脊髓

型颈椎病手术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比较[J].山东医药,2020,60(20):80-

83.

[7]Qiao Z G,Liu C Q,Li C P,et al.Analysis of clinical 

effects of anterior segmental decompression for multi-

segment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J].Zhongguo Gu 

Shang,2018,31(8):735-739. 

[8]文天林,王飞,孟浩.个性化手术治疗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的疗效[J].临

床骨科杂志,2019,22(3):261-265.

[9]刘法敬,丁晓坤,胡成栋,等.颈后路单开门术中椎板不同固定方法对颈椎

曲度及轴性症状的影响[J].中国综合临床,2019,35(4):323-327.

[10]仲伟涛,匡正达,叶启彬,等.颈椎后路单开门leverage钛板固定术治疗

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的疗效研究[J].军事医学,2016,40(7):579-582.

[11]甘东浩,徐展望,谭国庆,等.后路单/双开门椎管扩大椎板成形术并内固

定术治疗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J].脊柱外科杂志,2019,17(5):329-334.

[12]Tang S L,Huang Q H,Cao H M,et al.Comparison of short

term curative effects of open door laminoplasty with

different plate density for the treatment of multi

segment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J].Zhongguo Gu

Shang,2016,29(10):916-922.

[13]卢波,陈浩贤,樊强.颈椎后路单开门椎板成形术微型钛板内固定治疗多

节段脊髓型颈椎病[J].临床骨科杂志,2019,22(2):129-131,135. 

[14]汪伟,马均峰,崔子健,等.颈后路微型钛板及侧块螺钉内固定治疗多节

段脊髓型颈椎病的Meta分析[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2019,23(16):2614-

2624.

[15]Fujiwara Y,Manabe H,Harada T,et al.Extraordinary positional

cervical spinal cord compression in extension position as

a rare cause of postoperative progressive myelopathy after

cervical posterior laminoplasty detected using the extension/

flexion positional CT myelography:one case after laminectomy

following failure of a single-door laminoplasty/one case after

double-door laminoplasty without interlaminar spacers[J].Eur

Spine J,2017,26(1):170-177.

[16]王昊,巩腾.脊髓型颈椎病单开门扩大成形术后轴性痛危险因素分析

[J].武警医学,2020,31(2):127-131,135.

[17]何少奇,汤呈宣,唐小君,等.颈后路单开门椎管扩大成形跳跃式与连续

式微型钛板内固定术治疗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的对比研究[J].中医正

骨,2019,31(4):8-16,21.

[18]高志军,朱俊,姚帅辉.颈椎后路单开门微型钛板内固定治疗多节段脊髓

型颈椎病的短期疗效[J].中华骨与关节外科杂志,2019,12(2):94-97.

[19]罗喻翔,王吉兴,任海龙,等.颈椎后路单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中

应用不同数量钛板内固定的临床疗效分析[J].中国脊柱脊髓杂

志,2019,29(3):228-234. 

[20]Lim C H,Roh S W,Rhim S C,et al.Clinical analysis of C5 palsy

after cervical decompression surgery:relationship between

recovery duration and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factors[J].

Eur Spine J,2017,26(4):1101-1110.

(收稿日期：2021-04-07)

肌腱组织学评分、VAS评分更低，不良事件总发生率更低，临
床治疗总有效率更高。即在常规手术治疗后，加上防粘连膜
治疗能有效降低肌腱粘连等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帮助患者
维持较稳定的康复状态，有效促进其肌腱损伤的恢复速度，
使其肌腱组织能尽快帮助患者维持较正常的行走状态，促进
患者正常生活状态的恢复。
　　综上所述，对肌腱损伤患者在其常规手术治疗后，再加
上防粘连膜治疗，能有效降低肌腱粘连等不良事件发生几
率，提升手术治疗疗效，是帮助患者保持良好且稳定的治疗
方式，可有效改善患者病变处的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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