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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髓内钉系统的骨搬移装置，包括髓

内钉、牵拉器主钉和牵拉绳锁，所述的髓内钉对

骨缺损的肢体提供稳定支持，所述的牵拉器主钉

穿过髓内钉的钉孔或经髓内钉侧方固定于骨缺

损的远端或近端正常骨质内，所述的牵拉器主钉

轴向方向设置有供牵拉绳锁移动的滑道，牵拉绳

锁首端固定于牵拉器主钉的牵拉器上，牵拉绳锁

尾端经滑道延伸后通过钻孔固连在截骨活性骨

块上，移动牵拉器带动牵拉绳锁牵动截骨的活性

骨块进行搬移，该装置利用牵拉器主钉上的牵拉

器单一方向卷绕原理，通过牵拉绳锁，从而牵拉

截断的活性骨块，使之与原正常骨组织之间发生

成骨效应，达到骨搬移治疗骨缺损的临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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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髓内钉系统的骨搬移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髓内钉(1)、牵拉器主钉(2)和

牵拉绳锁(3)，所述的牵拉器主钉(2)穿过髓内钉的钉孔或经髓内钉侧方固定于骨缺损的远

端或近端正常骨质内，所述的牵拉器主钉(2)轴向方向设置有供牵拉绳锁(3)移动的滑道

(25)，牵拉绳锁(3)首端固定于牵拉器主钉(2)的牵拉器上，牵拉绳锁(3)尾端经滑道(25)延

伸后通过钻孔固连在截骨活性骨块上，移动牵拉器带动牵拉绳锁(3)牵动截骨的活性骨块

进行搬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髓内钉系统的骨搬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牵拉

器主钉(2)包括钉体(20)、调节杆(21)和牵拉套筒(22)，滑道(25)设置在钉体(20)内，牵拉

绳锁(3)的首端固连在调节杆(21)上，调节杆(21)与牵拉套筒(22)配合沿着牵拉套筒(22)

轴向方向做单一方向不可逆转运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髓内钉系统的骨搬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调节

杆(21)为调节螺杆，牵拉套筒(22)内腔设置有与调节螺杆相匹配的内螺纹(220)，所述的牵

拉套筒(22)首端设置有刻度调节盘(222)，所述的调节螺栓首端上设置有基准指示(221)。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髓内钉系统的骨搬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牵拉

套筒(22)末端内腔固连有直线轴承(24)，直线轴承(24)内腔轴向滑动连接有单向轴承

(23)，调节螺杆末端固连在单向轴承(23)内圈上。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髓内钉系统的骨搬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调节

杆(21)包括缠绕区(210)和牵拉区(211)，缠绕区(210)外表面上均匀的设置有沿着调节杆

(21)轴向方向延伸的螺旋缠绕槽(212)，所述的螺旋缠绕槽(212)的宽度等于牵拉绳锁(3)

的直径。

6.根据权利要求1至权利要求5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基于髓内钉系统的骨搬移装置，其

特征在于：还包括防旋钉(5)和防旋钉固定装置(4)，所述的防旋钉固定装置(4)首端固连在

牵拉套筒(22)的末端，所述的防旋钉(5)穿过防旋钉固定装置(4)固定至髓内钉(1)钉孔内

或经髓内钉侧方固定于正常骨质内。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髓内钉系统的骨搬移装置，其特征在于：防旋钉固定

装置(4)包括带锁定功能的万向节(40)和防旋钉夹(41)，带锁定功能的万向节(40)末端与

牵拉套筒(22)末端固定连接，带锁定功能的万向节(40)的调节端与防旋钉夹(41)首端固

连。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基于髓内钉系统的骨搬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带锁

定功能的万向节(40)为带锁定功能的直杆形球头杆端关节轴承，由直杆形球头(400)和供

球头转动的壳体(401)组成，壳体(401)径向方向上均匀设置有3个可调节螺柱(402)，3个可

调节螺柱(402)在锁紧状态时将直杆形球头(400)锁死。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基于髓内钉系统的骨搬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旋

钉夹(41)包括夹具基体(410)和夹臂(411)，夹臂(411)和夹具基体(410)尾端通过铰轴铰

接，夹具基体(410)和夹臂(411)通过可拆卸的锁定螺栓连接，夹具基体(410)和夹臂(411)

之间构成夹取防旋钉(5)的夹取槽。

10.根据权利要求1、权利要求2、权利要求3、权利要求4、权利要求5、权利要求7、权利要

求8或权利要求9之间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基于髓内钉系统的骨搬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牵拉绳锁(3)为钛缆，所述的牵拉绳锁(3)上设置有夹块(30)，牵拉绳锁(3)尾端缠绕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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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后通过夹块(30)固定在牵拉绳锁(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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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髓内钉系统的骨搬移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基于髓内钉系统的骨搬移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四肢长骨骨缺损常见于高能量损伤所致的严重开放粉碎性骨折、骨折术后感染、

骨髓炎大块死骨切除以及骨肿瘤手术大段骨切除，常伴有肢体短缩、畸形、骨髓炎、肌肉萎

缩和邻近关节僵硬，一直是骨科领域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

[0003] 骨搬移技术(bone  transport)是20世纪70年代伊利扎洛夫医师独创的治疗骨缺

损的方法，80年代后逐渐用于临床，它被称为＂二十世纪骨科三大里程碑技术之一。

[0004] 现有的骨搬移技术通过外固定器或髓内钉与外固定器内外结合的延长系统对骨

缺损的肢体提供稳定支持，然后在骨缺损的骨干上端或者下端将正常骨截断，依靠外固定

架可移动钢针的固定，每天1mm的速度移动截骨后有生物活性的骨块，使骨块逐渐与对应的

骨缺损的断端靠扰，进而修复骨缺损。

[0005] 现有的外固定支架设计笨重、不便于术后护理，尤其多枚钢针经皮固定骨缺损远

近端，易出现钉道感染，关节僵硬等严重并发症。骨搬移初期由于克氏针或半钉的牵拉，导

致局部神经受到刺激，而且骨搬移初期水肿尚未消退，局部张力较大，加之骨段搬移，造成

神经过度牵拉和局部压迫的高张力环境；对于骨缺损较大的病例，在搬移过程中克氏针或

半钉对皮肤的切割作用，因此无论初期或长期骨搬移过程中，患者均会感到严重的疼痛，甚

至因难以忍受的疼痛主动要求放弃治疗。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基于髓内钉系统的骨搬移装置，用以解决背景技术

中存在的问题。

[0007]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包括髓内钉、牵拉器主钉和牵拉绳锁，所述的牵拉器主钉

穿过髓内钉的钉孔或经髓内钉侧方固定于骨缺损的远端或近端正常骨质内，所述的牵拉器

主钉轴向方向设置有供牵拉绳锁移动的滑道，牵拉绳锁首端固定于牵拉器主钉的牵拉器

上，牵拉绳锁尾端经滑道延伸后通过钻孔固连在截骨活性骨块上，移动牵拉器带动牵拉绳

锁牵动截骨的活性骨块进行搬移。

[0008]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

[0009] 该装置利用牵拉器主钉上的牵拉器单一方向卷绕原理，通过牵拉绳锁，从而牵拉

截断的活性骨块，使之与原正常骨组织之间发生成骨效应，达到骨搬移治疗骨缺损的临床

目的。

[0010] 骨缺损远、近端采用髓内钉系统中心固定，牵拉器主钉穿过髓内钉的钉孔或经髓

内钉侧方固定于骨缺损的远端或近端正常骨质内，所述的牵拉器主钉轴向方向设置有供牵

拉绳锁移动的滑道，牵拉绳锁的首端固定于牵拉器主钉的牵拉器上，尾端通过钻孔捆绑固

连在截骨活性骨块上，移动牵拉器带动牵拉绳锁牵动截骨的活性骨块进行搬移。在整个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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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成骨过程中防止牵拉绳锁激惹软组织，可有效实现骨搬移技术的简便化与无痛化。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2] 1 .该装置结合髓内钉与骨牵拉装置，维持截骨稳定性，在骨搬移过程中无需佩戴

笨重的外固定支架，在骨搬移过程中，患者可系统地进行康复训练，从而实现一种简单、有

效、无痛的骨搬移技术。

[0013] 2.本发明为进一步提高装置整体的稳定性，设置有防旋钉和防旋钉固定装置，防

旋钉和防旋钉固定装置可以防止牵拉器主钉在牵引过程中产生转动，带锁定功能的万向节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改变防旋钉置入患者骨头内部的角度，更具有实用性。

[0014] 3.本发明的调节螺杆转动一定角度后，牵拉绳锁将会带动截骨活性骨块移动，牵

拉绳锁可以缠绕在螺旋缠绕槽内，通过牵拉套筒首端设置的刻度调节盘，精确调控活性骨

块搬移的距离和速度。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牵拉器主钉、牵拉绳锁和防旋钉固定装置的连接示意图。

[0016] 图2是牵拉器主钉、牵拉绳锁和防旋钉固定装置连接的剖视图。

[0017] 图3是牵拉器主钉、牵拉绳锁和防旋钉固定装置连接的局部放大剖视图。

[0018] 图4是牵拉器主钉和防旋钉固定装置连接的剖视图。

[0019] 图5是调节杆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是图4中A处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1] 图7是钉体和牵拉套筒的连接剖视图。

[0022] 图8是防旋钉固定装置的剖视图。

[0023] 图9是是刻度调节盘和基准指示的配合示意图。

[0024] 图10是防旋钉固定装置的立体示意图。

[0025] 图11是防旋钉固定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2是图11中B-B处的剖视图。

[0027] 图13是本发明的剖视图。

[0028] 图14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5是本发明安装在长骨骨缺处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请参阅图1至图14所示，一种基于髓内钉系统的骨搬移装置，包括髓内钉1、牵拉器

主钉2和牵拉绳锁3，所述的牵拉器主钉2穿过髓内钉的钉孔或经髓内钉侧方固定于骨缺损

的远端或近端正常骨质内，所述的牵拉器主钉2轴向方向设置有供牵拉绳锁3移动的滑道

25，牵拉绳锁3首端固定于牵拉器主钉2的牵拉器上，牵拉绳锁3尾端经滑道25延伸后通过钻

孔固连在截骨活性骨块上，移动牵拉器带动牵拉绳锁3牵动截骨的活性骨块进行搬移。

[0031] 更进一步而言，所述的牵拉器主钉2包括钉体20、调节杆21和牵拉套筒22，滑道25

设置在钉体20内，牵拉绳锁3的首端固连在调节杆21上，调节杆21与牵拉套筒22配合沿着牵

拉套筒22轴向方向做单一方向不可逆转运动，此处的单一方向不可逆转运动是指调节杆21

一直沿着牵拉套筒22轴向方向做前进运动，不可后退，或者一直沿着牵拉套筒22轴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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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后退运动，不可前进。

[0032] 更进一步而言，所述的调节杆21为调节螺杆，牵拉套筒22内腔设置有与调节螺杆

相匹配的内螺纹220。

[0033] 更进一步而言，所述的牵拉套筒22末端内腔固连有直线轴承24，直线轴承24内腔

轴向滑动连接有单向轴承23，调节螺杆末端固连在单向轴承23内圈上。

[0034] 更进一步而言，所述的骨牵引装置还包括防旋钉5和防旋钉固定装置4，所述的防

旋钉固定装置4首端固连在牵拉套筒22的末端，所述的防旋钉5穿过防旋钉固定装置4固定

至髓内钉1钉孔内或经髓内钉侧方固定于正常骨质内。

[0035] 更进一步而言，防旋钉固定装置4包括带锁定功能的万向节40和防旋钉夹41，带锁

定功能的万向节40末端与牵拉套筒22末端固定连接，带锁定功能的万向节40的调节端与防

旋钉夹41首端固连。

[0036] 更进一步而言，所述的带锁定功能的万向节40为带锁定功能的直杆形球头杆端关

节轴承，由直杆形球头400和供球头转动的壳体401组成，壳体401径向方向上均匀设置有3

个可调节螺柱402，3个可调节螺柱402在锁紧状态时将直杆形球头400锁死。

[0037] 更进一步而言，所述的防旋钉夹41包括夹具基体410和夹臂411，夹臂411和夹具基

体410尾端通过铰轴铰接，夹具基体410和夹臂411通过可拆卸的锁定螺栓连接，夹具基体

410和夹臂411之间构成夹取防旋钉5的夹取槽。

[0038] 更进一步而言，所述的调节杆21包括缠绕区210和牵拉区211，缠绕区210外表面上

均匀的设置有沿着调节杆21轴向方向延伸的螺旋缠绕槽212，所述的螺旋缠绕槽212的宽度

等于牵拉绳锁3的直径。

[0039] 更进一步而言，所述的牵拉绳锁3为钛缆，所述的牵拉绳锁3上设置有夹块30，牵拉

绳锁3尾端缠绕截骨后通过夹块30固定在牵拉绳锁3上。

[0040] 更进一步而言，所述的牵拉套筒22首端设置有刻度调节盘222，所述的调节螺栓首

端上设置有基准指示221。

[0041] 本实施例的工作原理及使用过程：

[0042] 使用时将髓内钉1固定至患者的骨腔内，中心固定骨缺损的远近端，将牵拉器主钉

2穿过髓内钉的钉孔或经髓内钉侧方固定于骨缺损的远端或近端正常骨质内，在骨缺损的

远端或近端用克氏针钻孔，将牵拉绳锁3尾端穿克氏针孔缠绕在即将被截断的骨段上，固定

的方式可以利用U型夹块30锁死也可以采用其他夹扣机构的锁死方式，然后在干骺端进行

截骨，将由牵拉绳锁3末端固定的骨段游离成需要搬移的活性骨块。为进一步提高装置整体

的稳定性，防旋钉5和防旋钉固定装置4在这里的作用是对牵拉器主钉2起到辅助固定作用，

防止牵拉器主钉2在牵引过程中产生转动，带锁定功能的万向节40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改变

防旋钉5置入患者骨头内部的角度，更具有实用性。

[0043] 在牵拉器上旋转一定角度的调节螺杆后，调节螺杆将会沿着牵拉套筒22轴向方向

移动，调节螺杆后端设置的单向轴承23可以保证调节螺杆做单一方向不可逆转运动，直线

轴承24在这里可以保证单向轴承23和调节螺杆只能沿着轴向方向滑动，单向轴承23相对直

线轴承24轴向移动的距离等于调节螺杆相对于牵拉套筒22的距离，需要说明的是单向轴承

23只能在直线轴承24内做轴向方向的运动，不能做径向的旋转运动，这是由直线轴承24自

身结构所限定的，直线轴承24为现有技术，调节螺杆转动一定角度后，牵拉绳锁3将会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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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骨活性骨块移动，牵拉绳锁3可以缠绕在螺旋缠绕槽212内。通过牵拉套筒22首端设置的

刻度调节盘222，精确调控活性骨块搬移的距离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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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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