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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关节镜下肩峰成形术治疗肩峰下撞击综合征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采用关

节镜下肩峰成形术治疗肩峰下撞击综合征患者４６例，男２８例、女１８例；年龄３４～６８岁，中位数５３岁；左肩２０例，右肩２６例；肩

峰下撞击综合征根据Ｎｅｅｒ分期，Ⅱ期２８例、Ⅲ期１８例；均在门诊接受３～６个月非手术疗法治疗，症状无缓解。病程１～８个月，

中位数６个月。术后观察肩关节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恢复情况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手术时间（４２．１８±１０．１７）ｍｉｎ，术中出

血量（１１０．２３±１１．２９）ｍＬ，住院时间（５．４１±１．５０）ｄ。术后３个月，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调查量表评分由术前（４８．５９±４．０８）分

升高至（８８．５４±５．２８）分。参照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Ｍｕｒｌｅｙ肩关节功能评分标准评价疗效，术后１个月，优２４例、良１９例、可２例、差１例；

术后３个月，优２６例、良１９例、可１例。１例出现切口感染，经对症处理后感染得到控制；其余患者均未发生感染等并发症。

结论：关节镜下肩峰成形术治疗肩峰下撞击综合征，创伤较小，手术和住院时间短，能促进肩关节功能的恢复，提高患者日常生活

能力，且并发症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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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峰下撞击综合征是临床常见的一种肩关节疾
病，以肩部疼痛和不同程度的活动受限为主要临床表

现，好发于中老年人［１］，占肩关节疼痛患者的４４％ ～
６５％［２－３］。目前临床治疗该病的方法主要分为非手

术治疗和手术治疗两大类。对于症状较轻者，可采用

口服抗炎药物、肩峰下封闭、制动休息等非手术疗法

治疗；而对于经非手术疗法治疗后症状得不到缓解

者，往往需采用手术治疗［４］。以往多采用开放性手术

治疗该病，手术创伤较大，且患者术后康复速度较

慢［５］。为了寻找一种能减少手术创伤又能使患者术

后快速康复的方法，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我们
采用关节镜下肩峰成形术治疗肩峰下撞击综合征患

者４６例，现报告如下。

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４６例，均为在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住院

治疗的肩峰下撞击综合征患者；男２８例，女１８例；年
龄３４～６８岁，中位数５３岁；左肩２０例，右肩２６例；
肩峰下撞击综合征根据 Ｎｅｅｒ分期［６］：Ⅱ期２８例，Ⅲ
期１８例；肩关节疼痛３～６个月，夜间疼痛明显，患侧
侧卧时疼痛加剧，肱骨大结节和肩峰前下方压痛阳

性，Ｈａｗｋｉｎ撞击征和Ｎｅｅｒ撞击征均为阳性［７］；均在门

诊接受３～６个月非手术疗法治疗，症状无缓解。病
程１～８个月，中位数６个月。

２　方　法
２．１　术前检查　术前均行肩关节正位、肩峰 Ｙ位 Ｘ

线检查及肩关节ＭＲＩ检查，并完善术前常规检查。
２．２　手术方法　采用全身麻醉，患者取侧卧位、肩关
节外展３０°～４０°或半坐卧位。先在肩峰下滑囊内注
入１∶３０００００的肾上腺素生理盐水２０～３０ｍＬ，以局
部止血和扩张肩峰下间隙。由肩关节常规后入路插

入关节镜，对盂肱关节腔探查，了解肩关节内病变情

况。以圆头套管扩大、松解肩峰下滑囊，用刨削打磨

器、射频刀清理切除肩峰下滑囊壁，暴露肩峰下缘部

分以及喙肩韧带在肩峰前缘的止点。由肩关节外侧

入路送入探钩，查看肩峰外缘、前缘位置，了解肩峰下

骨赘增生及肩袖损伤情况，明确喙肩韧带与肩锁关

节。用射频刀或钩刀切除喙肩韧带肩峰前缘的止点，

并用打磨钻切除肩峰前外侧，行肩峰成形术。再改为

肩关节外侧入路插入关节镜，由肩关节前入路将手术

器械送入，探查肩锁关节，若肩锁关节有骨赘形成，则

将其切除；若肩锁关节退变严重，可切除锁骨远端；若

肩袖损伤厚度为正常厚度的一半、长度超过１ｃｍ，则
行肩袖修补术。

２．３　术后处理　术后 １２ｈ持续冰敷肩关节；术后
４８ｈ内于肩峰下间隙留置镇痛泵；术后１ｄ即行肩关
节被动功能锻炼；术后第２天行肩关节主动功能锻
炼，注意肩关节前屈、外展均控制在９０°以内；术后１
周开始扩大肩关节主动功能锻炼范围；术后４周恢复
正常肩关节活动，并实施对抗肌力功能锻炼，而对于

行肩袖修补术者，适当延迟对抗肌力功能锻炼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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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果
手术时间（４２．１８±１０．１７）ｍｉｎ，术中出血量

（１１０．２３±１１．２９）ｍＬ，住院时间（５．４１±１．５０）ｄ。术
后３个月，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调查量表［８］评分由

术前（４８．５９±４．０８）分升高至（８８．５４±５．２８）分。按
照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Ｍｕｒｌｅｙ肩关节功能评分标准［９］评价疗

效，术后１个月优２４例、良１９例、可２例、差１例，术
后３个月优２６例、良１９例、可１例。１例出现切口感
染，经对症处理后感染得到控制；其余患者均未发生

感染等并发症。典型病例图片见图１。

４　讨　论
肩峰下撞击综合征在肩关节损伤中十分常见，是

肩关节外展活动时，肩峰下间隙内组织结构与喙肩弓

之间反复摩擦、撞击而产生的一种慢性肩关节疾病，

主要表现为肩部疼痛、活动受限或肌力减退等。该病

早期肩袖有严重水肿、出血或渗出，后期可引发肩袖

磨损、破裂，发生喙肩韧带增生及肩峰下间隙内组织

黏连，从而引起肩部运动障碍［１０］。正常情况下，肩关

节活动时，位于肩袖与喙肩弓之间的肩峰下滑囊发挥

着缓冲与润滑的作用，可防止二者直接摩擦或发生撞

击。但在病理情况下，如肩关节过度外展或长期累积

性损伤，可使肩峰下间隙内组织受到磨损，而任何可

导致肩峰下间隙内压力升高的病变，均可加剧受累组

织与喙肩弓之间的摩擦或撞击，最终可引发肩峰下撞

击综合征。

诊断肩峰下撞击综合征主要依靠体格检查、病

史，其次是借助各种影像学检查来评估。疼痛弧试验

与撞击试验是诊断这一疾病的主要方法。当患者存

在疼痛弧征阳性、Ｎｅｅｒ撞击征阳性时，表明肩峰下组
织和喙肩弓发生撞击而引发疼痛，而肩峰前外缘压痛

则提示肩峰下滑囊发生炎症。此外，行肩关节冈上肌

出口位Ｘ线检查，可清晰显示肩峰和冈上肌出口的形
态，对该病的诊断具有辅助作用。

大部分肩峰下撞击综合征患者经非手术疗法治

疗后可取得理想效果，如冰敷、休息、增强肌力训练、

局部封闭治疗等［１１］。经非手术治疗无效者，需行手

图１　肩峰下撞击综合征手术前后图片

患者，男，６３岁，肩峰下撞击综合征，采用关节镜下肩峰成形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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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治疗，而开放性肩峰成形术对该病有良好的治疗效

果，但其损伤较大，术后易出现三角肌无力［１２］。随着

关节镜技术的不断发展及手术器械的不断改进，近年

来关节镜技术逐渐被应用于肩峰下撞击综合征的治

疗中［１３］。肩峰成形术即肩峰下减压术，目前已被广

泛应用于临床。关节镜下肩峰成形术是一种安全性

更高的术式，与开放性肩峰成形术相比，具有以下优

势：①创伤较小，患者术后恢复快；②可对盂肱关节进
行检查，当发现关节中合并其他损伤时，可同时给予

治疗，避免二次手术给机体造成更大创伤［１４］；③可在

直视状态下对肩峰下间隙、肩袖受损程度准确评估；

④对三角肌损伤较小；⑤术后患者可早期进行功能锻
炼［１５］。关节镜下肩峰成形术对手术操作技术要求较

高，医生需严格把握手术适应证。该术式主要用于经

３～６个月非手术治疗无效的患者，且患者应持续存
有肩峰下撞击症状［１６］。对于合并肩峰下滑囊炎症或

黏连的Ⅰ期和Ⅱ期肩峰下撞击综合征患者，经非手术
治疗后不能取得理想效果，可行关节镜下肩峰成形

术。对于Ⅲ期肩峰下撞击综合征患者，应结合 ＭＲＩ
检查结果，考虑是否展开肩袖修补术。

手术应注意以下问题：①术中出血问题。术中出
血会影响手术视野，因此术者需注意有效控制术中出

血［１７］。射频刀切除喙肩韧带、肩峰下滑囊的措施是

控制术中出血的有效方法，当射频刀和组织相距

２ｍｍ时，可发挥凝固止血作用；术前在肩峰下滑囊内
注射肾上腺素生理盐水，也可发挥止血作用；术中控

制性降压也可以明显减少术中出血。②手术体位问
题。手术时患者可取半坐卧位或侧卧位，一般而言，

采取半坐卧位的效果较佳，因为此体位无需用牵引器

材，可防止牵引器材消毒不当、牵引过度而引发臂丛

神经损伤等不良事件［１８］。③肩关节周围软组织肿胀
问题。术中患者肩关节周围软组织可能会出现过度

肿胀，多因冲洗液向软组织内渗透所致，因此应尽可

能缩短手术时间，减少冲洗量和降低冲洗压力，防止

骨筋膜室综合征的发生［１９］。④肩峰下成形程度的控
制问题。术中应注意对肩峰下成形程度适当控制，避

免切除过度而引发肩峰骨折，同时也应避免切除过少

而难以发挥预期减压效果。因此，术前可结合冈上肌

出口处Ｘ线片提前对肩峰切除量做好规划，但需注意
严加控制投照角度，保证拍片标准。

本组患者治疗结果显示，关节镜下肩峰成形术治

疗肩峰下撞击综合征，创伤较小，手术和住院时间短，

能促进肩关节功能的恢复，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

且并发症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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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　论
肩关节活动范围较大，受外力影响的机会也较

大，加之解剖结构的特殊性，易发生脱位［１１－１２］。手牵

足蹬复位法治疗肩关节脱位，施术的关键在于复位时

将患肢内收、内旋，利用足蹬将肱骨头撬挤于关节盂

内。外敷中药方中，黄芪补中益气，骨碎补补肾、活血

止血，续断补肝肾、壮筋骨、活络止痛，木瓜通络舒筋，

独活祛风除湿、止痛，透骨草舒筋活络、活血止痛，乳

香调气活血、定痛，没药散血祛瘀、消肿定痛，地龙、僵

蚕祛风通络，当归、桂枝养血和血、温经散寒、温通血

脉；诸药合用达到补益肝肾、舒筋活络、活血止痛、祛

风通络、养血通脉的功效。

本组患者治疗结果表明，手牵足蹬复位法联合中

药外敷治疗肩关节脱位，可有效复位肩关节，改善患

肩功能，且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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