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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ｆｅｍｏｒｏ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ｒｉｍｐ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ＦＡＩ）是引起年轻人髋关节骨关节炎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其病因及

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可能与遗传因素及解剖因素等有关。本文从ＦＡＩ的定义、病因、分型、诊断、鉴别诊断、治疗方法几个方面

对ＦＡＩ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以期为该病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

关键词　股骨髋臼撞击征；综述

　　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ｆｅｍｏｒｏ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ｒｉｍｐｉｎｇｅ
ｍｅｎｔ，ＦＡＩ）又称髋关节撞击综合征，主要临床表现为
髋部疼痛及活动受限，多由解剖结构异常的髋臼或股

骨近端在髋关节活动时相互撞击所致，常继发髋关节

盂唇或关节软骨损伤，多见于运动量较大的青年

人［１－３］。近年来，随着对青年人髋部疼痛的深入研

究，ＦＡＩ逐渐受到临床重视。本文从 ＦＡＩ的定义、病
因、分型、诊断、鉴别诊断、治疗方法几个方面对 ＦＡＩ
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以期为该病的临床诊断和治

疗提供参考。

１　ＦＡＩ的定义
Ｇａｎｚ等［４］首先发现了股骨髋臼撞击现象，并于

２００３年正式提出 ＦＡＩ这一名称，Ｓａｎｋａｒ等［５］于２０１３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 ＦＡＩ的定义及其在骨关节炎
发病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论述。目前较为一致的观

点认为，ＦＡＩ的定义应包含以下几个要素：①髋关节
结构遭到破坏，髋臼、股骨近端解剖结构异常；②髋臼
与股骨近端发生异常接触或碰撞；③出现继发性髋关
节盂唇或关节软骨损伤［１－５］。

２　ＦＡＩ的病因
目前，ＦＡＩ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可

能与发育异常等引起髋臼、股骨近端解剖形态改变，

或继发性损伤导致髋关节解剖结构改变等有关［６－９］。

髋臼部分的异常，主要包括髋臼发育不良、髋臼过度

覆盖、髋臼后倾、髋臼前倾等；股骨近端部分的异常，

主要包括股骨头骨骺滑脱、股骨头形态改变、股骨头

骨赘形成等。即使髋关节解剖结构正常，若进行超过

关节活动范围的运动也可引起Ｆ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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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ＦＡＩ的分型
临床常根据髋关节 Ｘ线片上的异常部位将 ＦＡＩ

分为 ３种类型，即凸轮型、钳夹型、凸轮钳夹混合
型［１０］。单纯股骨近端形态结构异常属于凸轮型，多

见于举重运动员等运动量较大的男性［１１］。凸轮型

ＦＡＩ，股骨头颈交界处可见异常的骨性突起，在髋关节
进行超过正常范围的屈曲或内旋运动时，股骨近端的

骨性突起可与髋臼发生碰撞，造成关节盂唇和软骨损

伤，从而引起髋关节疼痛和活动受限。单纯髋臼形态

结构异常属于钳夹型，多见于体操运动员等长期进行

剧烈运动的女性［１２］。钳夹型ＦＡＩ，多表现为髋臼过度
覆盖或后倾，在进行髋关节运动时容易造成关节盂唇

损伤，可加速病情发展。单纯的凸轮型或钳夹型 ＦＡＩ
临床较为少见，凸轮型与钳夹型同时存在的混合型临

床较为多见，即股骨近端和髋臼同时存在形态结构异

常者最为常见［１３］。

４　ＦＡＩ的诊断
４．１　临床表现　ＦＡＩ的主要临床表现为腹股沟区间
歇性、钝性疼痛，少数患者可伴有髋关节后外侧疼痛，

进行髋关节屈曲或内旋运动时疼痛可明显加重。过

度运动或劳动容易诱发 ＦＡＩ，病情严重时可出现大腿
外侧放射痛，关节弹响、绞索症状也较为明显［９］。由

于多数ＦＡＩ患者在剧烈运动后发病，容易被误诊为急
性软组织损伤，但随着病情加重，髋关节活动受限的

症状更加明显，最终可形成髋关节骨关节炎［１４］。

４．２　体格检查　髋关节撞击试验是ＦＡＩ的常用体格
检查方法，具有较高的阳性率［１５］。根据查体方式的

不同，髋关节撞击试验分为前方撞击试验和后方撞击

试验。前方撞击试验：患者取仰卧位，术者将患侧髋

关节被动屈曲至９０°后，内收、内旋髋关节，若患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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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疼痛症状即为阳性［１６］。后方撞击试验：患者取仰

卧位，患肢垂于床缘，术者后伸、外旋患侧髋关节，若

患髋出现疼痛症状即为阳性。Ｄｒｅｈｍａｎｎ征和“４”字
试验是ＦＡＩ的常用辅助检查方法，若两者试验结果均

为阳性，可以协助诊断ＦＡＩ［１７］。
４．３　影像学检查　为了明确诊断 ＦＡＩ，应将临床检
查与Ｘ线、ＣＴ、ＭＲＩ、超声等影像学检查相结合。
４．３．１　Ｘ线　ＦＡＩ的 Ｘ线检查，常规拍摄骨盆正位

及患髋侧位片，轴位及蛙式位片有利于协助诊断［１８］。

凸轮型ＦＡＩ，骨盆正位及患髋侧位Ｘ线片上可见股骨
头颈比例异常，股骨头颈交界处可见骨性隆起，病情

严重者股骨头可呈“枪柄样”畸形。测量 Ｘ线片上的

α角（股骨头中心与头颈交界处连线和股骨颈中轴线
的夹角）也有助于诊断ＦＡＩ，α角越大越容易出现股骨
髋臼撞击，当 α角大于 ５０°时，可以考虑为凸轮型
ＦＡＩ［１９］。钳夹型 ＦＡＩ，骨盆正位及患髋侧位 Ｘ线片上

可见髋臼后倾，出现“８”字征，也即“交叉征”，可能是
髋臼前壁较髋臼后壁投影更偏外所致。此外，Ｘ线片
上中心边缘角（股骨头中心点的垂线与髋臼外侧缘的

夹角）异常或偏心距（股骨头的旋转中心至股骨长轴

间的垂直距离）缩短也有助于诊断ＦＡＩ［９］。

４．３．２　ＣＴ　ＣＴ检查可以通过测量髋关节的形态学
参数，了解骨性结构的细微变化，准确度高于 Ｘ线检
查，尤其是ＣＴ三维重建，可立体展示髋关节的骨性解
剖结构［２０－２１］。临床可通过测量 ＣＴ片上的髋臼前倾

角（髋臼前后缘连线与双侧股骨头中心连线垂直线的

外侧夹角）来判断髋臼是否存在异常，髋臼前倾或后

倾均可导致股骨与髋臼之间发生异常碰撞。此外，ＣＴ
检查有利于测量髋臼深度、发现股骨颈滑膜疝或关节

面下微小囊性变，对ＦＡＩ的早期诊治有重要意义［１６，２２］。

４．３．３　ＭＲＩ　与ＣＴ检查相比，ＭＲＩ检查在诊断骨髓
水肿及软骨损伤方面更有优势（敏感性和特异性较

高），是临床诊断ＦＡＩ的重要方法［２３］。ＭＲＩ上髋臼处

信号异常，如边缘呈异常低信号、盂唇呈异常高信号

等，均有助于判断髋臼是否正常。ＭＲＩ检查有利于发
现股骨颈疝窝，根据病灶性质的不同，在Ｔ２像上呈现
出不同的高信号影。此外，ＭＲＩ检查还有利于发现股
骨头颈交界处的骨性隆起、股骨头形态改变、髋臼前

倾及盂唇损伤［２３－２４］。

４．３．４　超声及其他　超声检查与其他影像学检查方
法相比，具有无辐射、安全性高等优点，对诊断凸轮型

ＦＡＩ具有较高的特异性［２５］。磁共振血管造影也可用

于诊断 ＦＡＩ，能够良好显示关节软骨受损情况，但检
查费用相对昂贵、检查时间较长，且属于有创检查，患

者不容易接受［２６］。

５　ＦＡＩ的鉴别诊断
由于多数ＦＡＩ患者有髋部外伤或运动损伤病史，

临床容易被误诊为腹股沟牵拉损伤或屈髋肌群损伤，

随着病情发展，最终可形成髋关节骨关节炎［１３，２７－２８］。

ＦＡＩ早期应注意与其他引起髋关节疼痛的疾病相鉴
别，如髋关节滑膜炎、髋关节周围软组织损伤、股骨大

转子滑囊炎、股骨头坏死、单纯髋臼发育不良及髋关

节骨关节炎等。

６　治　疗
６．１　非手术治疗　非手术治疗ＦＡＩ可以有效缓解疼
痛等症状，但不能解决局部解剖结构异常的问题，再

次剧烈运动后病情容易复发［２９］。ＦＡＩ的常用非手术
疗法主要包括药物治疗、针灸、推拿、热疗、冲击波等，

健康教育（指导患者调整步态、改变不良生活方式、科

学进行功能锻炼等）对于ＦＡＩ的治疗也有一定辅助作
用［３０］。ＦＡＩ的药物治疗方法较多，主要包括应用非甾
体类抗炎药、长效糖皮质激素、软骨保护剂及中药等，

均可有效缓解疼痛等临床症状［３１］。

６．２　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 ＦＡＩ，可以恢复局部正常
骨性解剖结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股骨近端与髋臼撞

击的问题，同时能够修复损伤的软组织，有利于防止

或延缓ＦＡＩ病情发展。根据ＦＡＩ手术方式的不同，分
为开放性手术和关节镜手术。

６．２．１　开放性手术　治疗 ＦＡＩ的开放性手术，较为
常用的有髋关节外科脱位技术、髋臼周围截骨术及髋

关节置换术等。开放性手术可以良好暴露病变部位，

有利于彻底清理受损盂唇及切除异常骨性隆起，能够

良好恢复局部的解剖结构。髋关节外科脱位技术治

疗ＦＡＩ，术中应注意检查髋臼盂唇损伤部位、髋臼畸
形程度、股骨头形态及软骨损伤情况，并逐一对其进

行处理，有利于提高手术效果。髋臼周围截骨术可以

消除髋臼与股骨近端撞击的诱发因素，髋关节置换术

多用于治疗晚期 ＦＡＩ。但是，开放性手术也存在缺
点，如术中容易造成关节软骨损伤，术后容易出现关

节粘连等并发症［９，３２］。

６．２．２　关节镜手术　关节镜手术具有创伤小、并发
症少的优点，近年来在骨科临床应用逐渐广泛，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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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手术治疗ＦＡＩ的常用入路包括前侧入路、大转子前
入路和大转子后入路［３３－３４］。关节镜手术治疗ＦＡＩ虽
然效果良好，但由于关节镜下手术操作空间有限，不

容易彻底清除受损组织，对术者的技术要求较

高［３５－３６］。此外，关节镜技术不仅是一种治疗 ＦＡＩ的

微创手术方法，也是一种辅助诊断方法［３７］。

７　小　结
临床应深入了解 ＦＡＩ的定义、病因及分型特点，

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体格检查及影像学检查进行诊

断及鉴别诊断，从而进行针对性治疗，改善临床症状，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关节镜手术是治疗 ＦＡＩ的新
方法，临床应注意把握手术适应证。未来应继续探寻

治疗ＦＡＩ的新方法，并通过高质量、多中心的随机对
照研究来证实其疗效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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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ｆｅｍｏｒｏ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ｒｉｍｐ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Ｊ］．ＦｒｏｎｔＳｕｒｇ，

２０１５，２：５８．

［８］　ＦＡＣＣＩＯＮＩＳ，ＣＡＣＨＯＥＩＲＡＶＡ，ＫＮＯＰＧＰ，ｅｔａｌ．Ｆｅｍｏｒｏ

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ｒｉｍｐ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ｅｓ

ｅｎｃｅｏｆｄｅｅｐ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ｏｎｄｒｏｌａｂｒａｌ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Ｒｅｖ

ＢｒａｓＯｒｔｏｐ（ＳａｏＰａｕｌｏ），２０１９，５４（４）：４３４－４３９．

［９］　熊元，赵振国，邹亮，等．髋关节撞击综合征诊断与治疗的

研究进展［Ｊ］．中国骨与关节杂志，２０１４，３（６）：４４３－４４６．

［１０］ＧＲＩＦＦＩＮＤＲ，ＤＩＣＫＥＮＳＯＮＥＪ，Ｏ′ＤＯＮＮＥＬＬＪ，ｅｔａｌ．Ｔｈｅ

Ｗａｒｗｉｃｋ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ｆｅｍｏｒｏ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ｒｉｍｐ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ＦＡＩ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ｓｔａｔｅ

ｍｅｎｔ［Ｊ］．ＢｒＪＳｐｏｒｔｓＭｅｄ，２０１６，５０（１９）：１１６９－１１７６．

［１１］ＢＥＡＵＬ?ＰＥ，ＬＥＤＵＦＦＭＪ，ＺＡＲＡＧＯＺＡ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ｆｅｍｏｒａｌｈｅａｄ－ｎｅｃｋｏｓｔｅｏｃｈｏｎｄｒｏｐｌａｓｔｙｆｏｒｆｅｍｏ

ｒｏ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ｒｉｍｐ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Ｊ］．ＪＢｏｎｅＪｏｉｎｔＳｕｒｇＡｍ，２００７，

８９（４）：７７３－７７９．

［１２］柴卫芳．钳夹型股骨髋臼撞击症Ｘ线征象与髋关节活动

度的相关性研究［Ｄ］．遵义：遵义医学院，２０１７．

［１３］ＢＥＣＫＭ，ＫＡＬＨＯＲＭ，ＬＥＵＮＩＧＭ，ｅｔａｌ．Ｈｉｐ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ｄａｍａｇｅｔｏｔｈｅ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ｒｃａｒｔｉｌａｇｅ：

ｆｅｍｏｒｏ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ｒｉｍｐ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ａｓａｃａｕｓｅｏｆｅａｒｌｙｏｓｔｅｏａｒ

ｔｈｒｉｔｉｓｏｆｔｈｅｈｉｐ［Ｊ］．ＪＢｏｎｅＪｏｉｎｔＳｕｒｇＢｒ，２００５，８７（７）：

１０１２－１０１８．

［１４］ＧＲＳＫＡ－ＰＣＩＥＮＮＩＫＫ，ＤＯＭＺ
·ＡＬＳＫＩＭ．ＨｉｐＤｙｓ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Ｆｅｍｏｒｏ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ｒＩｍｐ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ｒ

ｔｏｐＴｒａｕｍａｔｏｌＲｅｈａｂｉｌ，２０１７，１９（４）：３８３－３８８．

［１５］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ＮＭＪ，ＭＡＸＷＥＬＬＲＢ，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ＴＬ，ｅｔ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ｍｏｒｏ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ｒｉｍｐ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Ｊ］．

ＫｎｅｅＳｕｒｇＳｐｏｒｔｓＴｒａｕｍａｔｏｌ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２００７，１５（８）：１０４１－

１０４７．

［１６］陈焱君．多排螺旋 ＣＴ对髋关节撞击综合征的影像学研

究［Ｄ］．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３．

［１７］范立真，施松波，张旭，等．髋关节撞击综合征诊断与治疗

研究进展［Ｊ］．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２０１８，１８（１０２）：

１４３－１４４．

［１８］ ＳＩＥＢＥＮＲＯＣＫＫＡ，ＫＡＬＢＥＲＭＡＴＴＥＮＤＦ，ＧＡＮＺ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ｅｌｖｉｃｔｉｌｔｏｎ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ｒｒｅ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ｓｔｕｄｙｏｆ

ｐｅｌｖｅｓｆｒｏｍｃａｄａｖｅｒｓ［Ｊ］．ＣｌｉｎＯｒｔｈｏｐＲｅｌａｔＲｅｓ，２００３，

（４０７）：２４１－２４８．

［１９］ＧＯＳＶＩＧＫＫ，ＪＡＣＯＢＳＥＮＳ，ＰＡＬＭＨ，ｅｔａｌ．Ａｎｅｗｒａｄ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ｆｏｒ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ａｓｐｈｅｒｉ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ｆｅｍｏｒａｌｈｅａｄｉｎ

ｃａｍｉｍｐ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Ｊ］．ＪＢｏｎｅＪｏｉｎｔＳｕｒｇＢｒ，２００７，８９（１０）：

１３０９－１３１６．

［２０］ ＴＡＮＮＡＳＴＭ，ＫＵＢＩＡＫ－ＬＡＮＧＥＲＭ，ＬＡＮＧＬＯＴＺＦ，

ｅｔａｌ．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ｆｅｍｏｒｏ

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ｒｉｍｐ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Ｊ］．ＪＯｒｔｈｏｐＲｅｓ，２００７，２５（１）：

１２２－１３１．

［２１］肖树恺，向子云，蔡汉寿，等．髋关节撞击综合征的多排

螺旋 ＣＴ诊断［Ｊ］．中国 ＣＴ和 ＭＲＩ杂志，２０１１，９（２）：

６５－６７． （下转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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