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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医疗器械领域，公开了一种髓腔

铰刀。根据本发明的髓腔铰刀，包括依次同轴相

连的操作杆、锚定球头以及铰刀头，其中锚定球

头的外径尺寸与铰刀头的长度之比大于1小于2。

本发明的髓腔铰刀能够实现随髓腔的形状进行

适应性的有效扩髓，从而保证了后续植入的假体

在髓腔内良好的植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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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髓腔铰刀，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同轴相连的操作杆、锚定球头以及铰刀头，其

中所述锚定球头的外径尺寸与所述铰刀头的长度之比大于1小于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髓腔铰刀，其特征在于，所述铰刀头上形成有自所述铰刀头的

末端朝向所述锚定球头延伸的至少一条切割通道，所述锚定球头上形成有与所述切割通道

相连通的通孔。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髓腔铰刀，其特征在于，所述铰刀头上形成有自所述铰刀头的

末端朝向所述锚定球头延伸的多条切割通道，所述锚定球头上形成有多个分别与相应的所

述切割通道相连通的通孔，各所述通孔相互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髓腔铰刀，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割通道在朝向所述通孔的方向

上具有渐缩的宽度。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述的髓腔铰刀，其特征在于，所述铰刀头包括同轴相

连的多个切割柱，各所述切割柱的外径尺寸在自所述锚定球头朝向所述铰刀头的方向上逐

渐减小。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髓腔铰刀，其特征在于，所述铰刀头的远离所述锚定球头的切

割柱的末端构造为尖端。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髓腔铰刀，其特征在于，所述锚定球头的外径尺寸小于人体髓

腔的内径尺寸且大于人体髓腔的内径尺寸的4/5。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髓腔铰刀，其特征在于，所述操作杆的外径尺寸与所述锚定球

头的外径尺寸的比值大于1:5。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髓腔铰刀，其特征在于，所述操作杆的外径尺寸小于所述铰刀

头的靠近所述锚定球头的切割柱的外径尺寸。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述的髓腔铰刀，其特征在于，所述操作杆、所述锚定

球头以及所述铰刀头一体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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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腔铰刀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医疗器械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髓腔铰刀。

背景技术

[0002] 髓腔铰刀是髋关节置换手术中对股骨髓腔进行铰孔及扩孔的重要手术工具。髓腔

铰刀的扩孔方式与普通机械加工的铰刀的扩孔方式相似，其主要切除对象为松质骨。

[0003] 目前现有的髓腔铰刀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可以满足大部分常规的髋关节手术需

要。但随着髋关节置换术的需求日益提高，髋关节翻修手术也日益增多。在髋关节翻修手术

中，往往需要植入加长的股骨柄，由于股骨前弓的存在，股骨加长柄必须与之匹配，这就对

髓腔的扩髓提出了一定的要求。现有技术中通常使用软质的髓腔铰刀进行扩髓，这种软质

的髓腔铰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完成扩髓，同时也能避免铰刀自身穿破皮质骨的问题，

但是仍然无法完全实现对股骨前弓末端更深的髓腔内的有效扩髓，这容易导致植入的股骨

柄假体位置不良，从而导致股骨易发生骨折的问题。此外，现有的软质的髓腔铰刀对翻修手

术中髓腔硬化闭塞以及骨水泥填充硬化的情况更是毫无办法。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希望寻求一种能够实现随髓腔的形

状进行适应性的有效扩髓的髓腔铰刀，以保证后续植入的假体在髓腔内良好的植入位置。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全部或部分问题，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够实现随髓腔的形状

进行适应性的有效扩髓的髓腔铰刀，以保证后续植入的假体在髓腔内良好的植入位置。

[0006] 根据本发明的髓腔铰刀，包括依次同轴相连的操作杆、锚定球头以及铰刀头，其中

锚定球头的外径尺寸与铰刀头的长度之比大于1小于2。

[0007] 进一步地，铰刀头上形成有自铰刀头的末端朝向锚定球头延伸的至少一条切割通

道，锚定球头上形成有与切割通道相连通的通孔。

[0008] 进一步地，铰刀头上形成有自铰刀头的末端朝向锚定球头延伸的多条切割通道，

锚定球头上形成有多个分别与相应的切割通道相连通的通孔，各通孔相互连通。

[0009] 进一步地，切割通道在朝向通孔的方向上具有渐缩的宽度。

[0010] 进一步地，铰刀头包括同轴相连的多个切割柱，各切割柱的外径尺寸在自锚定球

头朝向铰刀头的方向上逐渐减小。

[0011] 进一步地，铰刀头的远离锚定球头的切割柱的末端构造为尖端。

[0012] 进一步地，锚定球头的外径尺寸小于人体髓腔的内径尺寸且大于人体髓腔的内径

尺寸的4/5。

[0013] 进一步地，操作杆的外径尺寸与锚定球头的外径尺寸的比值大于1:5。

[0014] 进一步地，操作杆的外径尺寸小于铰刀头的靠近锚定球头的切割柱的外径尺寸。

[0015] 进一步地，操作杆、锚定球头以及铰刀头一体成型。

[0016] 本发明的实髓腔铰刀以简单精巧的设计，解决了扩髓中，尤其是关节翻修手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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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腔铰刀易穿破皮质骨、以及不能随人体髓腔内的髓腔形状而进行有效扩髓的问题。本发

明的髓腔铰刀可在开髓点有效锚钉，实现开髓并可随即扩髓，其方向易控、通过性强，不仅

省力还可有效减少透视次数，具有极高的临床使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髓腔铰刀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所示的髓腔铰刀的剖视图；

[0019] 图3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髓腔铰刀的工作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更好的了解本发明的目的、结构及功能，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做进一步

详细的描述。

[0021] 图1和图2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髓腔铰刀100的结构。结合图1和图2所示，

该髓腔铰刀100包括依次同轴相连的操作杆1、锚定球头2以及铰刀头3。其中锚定球头2的外

径尺寸与铰刀头3的长度之比大于1小于2。

[0022] 图3示出了本发明的实施例的髓腔铰刀100在髋关节翻修手术中被置入人体股骨

的髓腔200内进行扩髓的示意图。本发明的实施例的髓腔铰刀100在使用时，髓腔铰刀100可

进入股骨的髓腔200内对松质骨201进行去除。通过锚定球头2与铰刀头3的设计，可以保证

髓腔铰刀100始终处于患者髓腔中心，对于髓腔的股骨前弓处(即图3所示的髓腔200的弯曲

处)以及股骨前弓末端更深的髓腔200内的扩髓，这样的设计可为操作者提供更为有效的锚

定开髓点，减少透视次数，从而大大简化了手术流程。同时，由于本发明的实施例的髓腔铰

刀100的锚钉球头2的外径尺寸与铰刀头3的长度尺寸的比例设计，可有效避免铰刀头3穿破

皮质骨202的问题。此外，本发明的实施例的髓腔铰刀100的操作杆1可为硬质杆，其提供了

对锚钉球头2与铰刀头3直接的力传导，其优于现有的软质的髓腔铰刀提供的若干分力作

用，可在翻修手术中有效去除髓腔内的硬化物及填充的骨水泥的同时，减少医生用力，并增

加髓腔铰刀100的方向的可控性。

[0023] 本发明的实施例的髓腔铰刀100以简单精巧的设计，解决了扩髓中，尤其是关节翻

修手术中髓腔铰刀100易穿破皮质骨、以及不能随人体髓腔内的髓腔形状而进行有效扩髓

的问题，具有极高的临床使用价值。

[0024] 在如图1和图2所示的实施例中，铰刀头3上可形成有自铰刀头3的末端朝向锚定球

头2延伸的至少一条切割通道31，锚定球头2上形成有与切割通道31相连通的通孔21。切割

通道31用于切割髓腔200内的松质骨，并为铰下的松质骨提供输送通道以便于通过通孔21

排出。

[0025] 优选地，铰刀头3上可形成有自铰刀头3的末端朝向锚定球头2延伸的多条切割通

道31，锚定球头2上形成有多个分别与相应的切割通道31相连通的通孔21，各通孔21相互连

通。多条切割通道31可提高铰刀头3的切割效率，相互连通的通孔21可使松质骨能够被快速

排出，同时也可有效避免铰下的松质骨在任意一个通孔21内发生堵塞的现象。

[0026] 进一步优选地，为了进一步提高被铰下的松质骨通过通孔21的排出效率，可使切

割通道31在朝向通孔21的方向上具有渐缩的宽度。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110786911 A

4



[0027] 在如图1所示的实施例中，铰刀头3可包括同轴相连的多个切割柱32，各切割柱32

的外径尺寸在自锚定球头2朝向铰刀头3的方向上逐渐减小。这样的设计有助于提高铰刀头

3的切割性能，从而有助于提高铰刀头3的扩髓效率。

[0028] 优选地，铰刀头3的远离锚定球头2的切割柱32的末端构造为尖端，以使铰刀头3易

于插入松质骨或髓腔内硬质的骨水泥等固化物中。

[0029]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髓腔铰刀100，锚定球头2可以为球形也可以为扁球形。当

锚定球头2为球形时，下面所提到的锚定球头2的外径尺寸应当理解为锚定球头2的直径；当

锚定球头2为扁球形时，下面所提到的锚定球头2的外径尺寸应当理解为在锚定球头2的宽

度方向(如图1所示的上下方向)上的最大外径尺寸。

[0030]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锚定球头2的外径尺寸可小于人体髓腔200的内径尺寸且

大于人体髓腔200的内径尺寸的4/5。该设置使得髓腔铰刀100在髓腔中存在足够的冗余空

间，操作杆1可带动锚定球头2在髓腔内部发生一定角度的摆动，从而便于髓腔铰刀100变角

度扩髓或前进，以使髓腔铰刀100能够适应髓腔的形状的变化而扩髓，例如能够适应股骨的

前弓的形状而扩髓。

[0031] 进一步地，操作杆1的外径尺寸与锚定球头2的外径尺寸的比值可大于1:5。该设置

使得操作杆1的直径较小，有助于提高髓腔铰刀100在髓腔200中的冗余空间，从而更便于髓

腔铰刀100变角度扩髓或前进，以使髓腔铰刀100能够适应髓腔200的形状的变化而扩髓。此

外，在不影响操作杆1扩髓所需的硬度的情况下，较长的操作杆1的设计使得其本身能够发

生微小的弯曲而便于铰刀头3的扩髓或前进。

[0032] 更进一步地，操作杆1的外径尺寸可小于铰刀头3的靠近锚定球头2的切割柱32的

外径尺寸。该设置使得操作杆1的外径尺寸相对于切割柱32的最大外径尺寸来说更小，这样

的设置不仅使操作杆1在长度较长时可发生微小的弯曲(在不影响操作杆1扩髓所需的硬度

的情况下)而便于铰刀头的扩髓或前进，还能确保铰刀头3整体的结构强度以保证铰刀头3

的扩髓作用。

[0033]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髓腔铰刀100，操作杆1、锚定球头2以及铰刀头3可一体成

型，有助于提高髓腔铰刀100的整体的结构强度。优选地，髓腔铰刀100可由不锈钢、钛合金、

钨钢或陶瓷等材料制成。进一步优选由钛合金制成。

[0034]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

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

方案的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和说明书的范围当中。尤其是，只要不存在结

构冲突，各个实施例中所提到的各项技术特征均可以任意方式组合起来。本发明并不局限

于文中公开的特定实施例，而是包括落入权利要求的范围内的所有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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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6

CN 110786911 A

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