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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索、实践、创新、发展，
共创特色鲜明的足踝外科事业

魏芳远 李光辉

足踝外科学是骨外科学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

我国骨科医师治疗足踝创伤性疾病已经有很长的历

史，而足踝外科在我国却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专业，最

近几年才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在国家医疗行政部

门的支持和关怀下，开始进入了发展快车道，从事足

踝外科专业的骨科医师也在逐年增加。全国各地的

足踝外科学术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在

“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足踝外科学组”和“中华医

学会骨科学分会足踝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带领下，国

外先进的足踝外科诊治理念和技术得以全面引进和

普及，并和我国长久以来已建立起来的创伤救治体

系相结合，在国内足踝创伤专家的摸索和实践下，形

成了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足踝创伤救治技术。

足部的生物力学机制复杂，任何结构的破坏均

会造成其他结构生物力学机制的改变。足踝创伤包

括的范围较为广泛：常见的骨性创伤包括了前中后

足单纯骨折、中足Lisfranc损伤、踝关节骨折及Pilon
骨折；软组织创伤程度不同，除了常见的轻微擦伤以

外，较为严重的贯通伤也时有发生；若早期踝关节创

伤诊治不当，还会造成远期踝关节骨性关节炎，严重

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手术所造成的某一结构的改

变也会对其邻近结构产生影响，其影响程度取决于

自身在整个足踝部功能中所占的比例。这一理论解

释了相同手术对不同病人的效果存在差异。

本期《骨科》杂志收录了几篇来自全国各地，在

足踝创伤诊治方面富有成果的青年足踝创伤医师撰

写的论文。

Lisfranc损伤是发生在跖跗关节部位的一种严

重的中足损伤，临床少见，尤其是一些不伴有骨折的

损伤在X线片上不易被发现，容易漏诊和误诊，而即

便明确诊断，由于对该疾病的认识存在一些不足和

误区，没能正确纠正损伤，退变性关节炎、进展性足

弓塌陷及慢性疼痛等并发症时有发生，严重者甚至

致残、致畸，对日后足部功能有较大影响。周琦等发

现应用微型钢板结合空心钉治疗C型Lisfranc损伤

有较好疗效，符合足部生物力学，避免了单纯应用某

一种内固定物引起的不良后果，可以达到良好的解

剖复位，术后可早期行功能锻炼，总体疗效满意。

跟骨骨折多为累及距下关节的关节内骨折，常

需要开放复位内固定。但是广泛应用的外侧“L”型
切口入路带来了不低的术后切口并发症发生率，使

得这一切口的应用备受争议。徐谦等提出经延长跗

骨窦切口置入跟骨钢板治疗Sanders Ⅱ、Ⅲ型骨折的

手术入路，不但能充分显露术野，获得准确的复位与

固定，而且可早期手术并避免切口并发症，弥补了传

统手术入路的不足，便于基层医院开展。

Pilon骨折目前采用的分型方法一般为Rüedi⁃
Allgöwer分型和AO/OTA分型，这两种方法都是以X
线片为基础，没有三维CT重建影像作为支持，对具

体骨折部位的描述不够准确，对于制定具体手术方

案的指导有限。赵快平等观察到应用国内汤欣教授

提出的四柱理论指导治疗Pilon骨折，能使骨折获得

更优良复位和更佳的内固定选择，对Pilon骨折的手

术治疗有明确的指导作用，有利于踝关节功能的恢

复。作者同时认识到，Pilon骨折的治疗效果并不单

纯由骨折位置决定，软组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特别是高能量的Pilon骨折。

创伤所致的足部贯通伤多由高能量损伤造成，

修复软组织损伤较为困难，尤以两侧皮肤软组织缺

损的修复最为困难。郑润泉等针对难治的足部贯通

伤为读者分享了应用临近穿支带蒂双皮瓣修复足部

创面的新方法，作者认为邻近穿支带蒂双皮瓣是修

复足部贯通伤的有效方法，围手术期处理使污染创

面变成相对清洁创面是皮瓣成功的基础条件，合理

选择、设计皮瓣，深筋膜充分填塞创腔是治疗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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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

蔡培强等则比较了关节镜下微创踝关节融合术

与开放式关节融合治疗晚期创伤性踝关节炎的疗

效，发现关节镜下微创融合术更具优势。

相信本期杂志的这些文章能对您开展足踝创伤

治疗工作有所启迪和帮助。衷心希望有更多的医生

同仁加入到足踝外科事业中来，让我们为进一步提

高我国足踝疾病诊治水平共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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