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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髌骨复位钳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髌骨复位钳，旨在提

供一种复位复杂及粉碎性髌骨骨折，并维持髌骨

软骨面平整的髌骨复位钳，在三维立体结构上复

位及维持骨折块，其技术方案要点是包括钳主体

和交叉钳头，且至少有一个钳头为交叉钳头，本

实用新型适用于髌骨骨折手术中对髌骨的软骨

面平整度修复，简化当前髌骨骨折手术中X线不

断透视修整的过程，缩短手术时间以及减少病人

的医源性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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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髌骨复位钳，包括钳主体(2)，其特征在于：所述钳主体(2)至少有一个交叉钳头

(1)，交叉钳头(1)包括一个用于调整髌骨表面平整度的面域(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髌骨复位钳，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交叉钳头(1)包括至少

两根固定杆(4)，所述固定杆(4)之间相互配合形成所述用于调整髌骨表面平整度的面域

(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髌骨复位钳，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固定杆(4)包括第一固

定杆和转动连接在第一固定杆(4-1)上的第二固定杆(4-2)，第二固定杆(4-2)相对转动，使

第一固定杆(4-1)和第二固定杆(4-2)配合形成“X”字型。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髌骨复位钳，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交叉钳头(1)由两根固

定杆(4)在中间位置相互连接并形成“X”字型。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髌骨复位钳，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交叉钳头(1)由三根固

定杆(4)头部相互连接并形成“Y”字型。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髌骨复位钳，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调节组件(5)，所述调节

组件(5)包括第一调节杆(5-1)、第二调节杆(5-2)和动力杆(5-3)，第一调节杆(5-1)、第二

调节杆(5-2)和动力杆(5-3)端部相互铰接，其中第一调节杆(5-1)和第一固定杆(4-1)活动

连接，第二调节杆(5-2)和第二固定杆(4-2)活动连接，动力杆(5-3)带动第一调节杆(5-1)

和第二调节杆(5-2)运动，第一调节杆(5-1)带动第一固定杆(4-1)，第二调节杆(5-2)带动

第二固定杆(4-2)运动，形成“一”字型。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髌骨复位钳，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交叉钳头(1)包括一个

片状体(6)，所述片状体(6)形成用于调整髌骨表面平整度的面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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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髌骨复位钳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器械领域，更确切地说涉及一种髌骨复位钳。

背景技术

[0002] 髌骨复位钳是一种用于术中髌骨骨折复位的手术钳，在髌骨骨折手术中，通过髌

骨复位钳将髌骨碎块进行拼接，并持续维持已破裂髌骨软骨面的平整，达到手术修复目的。

[0003] 目前，市场上(申请号为CN201620254648.6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新型髌骨骨折

复位钳，它包括两根钳臂和铰接螺钉，两根所述钳臂之间相互交叉、并通过所述铰接螺钉进

行铰接。这种髌骨复位钳虽然能够对骨折的髌骨进行常规的拼接，但是对骨折的髌骨无法

进行立体结构上的拼接，达到髌骨软骨面平整，且术中无法维持软骨面平整，且对粉碎性髌

骨骨折复位效果差，易造成骨折块移位，钳夹处过大，影响术中穿克氏针，多次钳夹容易导

致骨折块碎裂，造成复位困难，组织损伤，对位效果差，导致手术中多次进行放射拍摄然后

再纠正，使病人受到的辐射量增加以及延长了手术时间。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髌骨复位钳，解决髌骨骨折手术中髌

骨块三维结构上的吻合拼接，达到拼接后髌骨软骨面的平整，且术中维持已拼接软骨面，简

化手术过程，缩短手术时间，减少病人不必要的医源性伤害。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解决方案是，提供一种具有以下结构的髌骨复位钳，包括钳主

体，钳主体至少有一个交叉钳头，交叉钳头包括一个用于调整髌骨软骨面平整度的面域

(3)。采用以上结构后，本实用新型的交叉钳头与现有技术相比，在对髌骨骨折手术中，交叉

钳头作为一个面域，可直接有效地对髌骨软骨面进行平整度调整，减少目前手术中的不断

调整修正软骨面过程，极大地缩短了手术时间及减少术中透视次数。

[000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改进，交叉钳头包括至少两根固定杆，所述固定杆之间配

合形成所述用于调整髌骨表面平整度的面域。利用交叉结构形成面域，达到本实用的目的，

交叉结构越多，面域越完整，效果越好。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改进，固定杆包括第一固定杆和转动连接在第一固定杆上

的第二固定杆，第二固定杆相对转动，使第一固定杆和第二固定杆配合形成“X”字型。保证

最少保证两个固定杆形成面域，这样能保证钳头的有效性。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改进，交叉钳头由两根固定杆在中间位置相互连接并形成

“X”字型。最简单的形式也是最经济的方式，降低成本。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改进，交叉钳头由三根固定杆头部相互形成“Y”字型钳头。

结构简单，制作成本低，且能够达到手术效果。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改进，还包括调节组件，所述调节组件包括第一调节杆、

第二调节杆和动力杆，第一调节杆、第二调节杆和动力杆端部相互铰接，其中第一调节杆和

第一固定杆活动连接，第二调节杆和第二固定杆活动连接，动力杆带动第一调节杆和第二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210990672 U

3



调节杆运动，第一调节杆带动第一固定杆，第二调节杆带动第二固定杆运动，形成“一”字

型。设置一个调节组件，在使得调节组件的运动让钳头实现“一”字型和“X”字型相互之间的

变换，这样手术钳可以经皮微创进行手术。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改进，交叉钳头由一个片状体组成，形成所述用于调整髌

骨表面平整度的面域。直接用一个片状体充当面域，可以更好地实现手术效果。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还有一种改进，交叉钳头材料由可透视材料制成。在手术过程

中可以无障碍观察骨折复位及髌骨软骨面平整度情况。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髌骨复位钳的俯视图。

[0014]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髌骨复位钳的左视图。

[0015] 图3是本实用新型局部放大图。

[0016]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交叉钳头结构图。

[0017]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调节组件结构图。

[0018]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调节组件结构图。

[0019] 图7是本实用新型局部放大图。

[0020] 图8是本实用新型局部放大图。

[0021] 图中所示：1、交叉钳头；2、钳主体；3、面域；4、固定杆；4-1、第一固定杆；4-2、第二

固定杆；5、调节组件；5-1、第一调节杆；5-2、第二调节杆；5-3、动力杆；6、片状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3] 请参阅图1、2、3所示，本实用新型包括钳主体2，其特征在于：所述钳主体2至少有

一个交叉钳头1，交叉钳头1包括一个用于调整髌骨表面平整度的面域3。该钳在手术过程

中，将交叉钳头伸入髌骨下方的空腔，通过交叉钳头的面域3对骨折了的髌骨进行空间上的

位置调整，术中可维持复位粉碎髌骨骨折块，并保持髌骨软骨面平整，在三维空间上复位骨

折块，使得骨折复位后的髌骨软骨面能够吻合拼接，维持骨折块在冠状位、矢状位及横断位

的平整，比二维复位髌骨骨折块更有效，减少透视次数，大大缩短了手术时间以及减少病人

的医源性伤害，术后可快速康复。

[0024] 如图2与3所示，交叉钳头1包括至少两根固定杆4，所述固定杆4之间相互配合形成

所述用于调整髌骨表面平整度的面域3。由杆件组成的面域结构简单，能够降低成本，且保

证手术效果。

[0025] 如图4所示，固定杆4包括第一固定杆和转动连接在第一固定杆4-1上的第二固定

杆4-2，第二固定杆4-2相对转动，使第一固定杆4-1和第二固定杆4-2配合形成“X”字型。两

根固定杆活动转动后交叉形成一个基本面域，有效保证手术效果和作用。

[0026] 交叉钳头1由两根固定杆4在中间位置相互连接并形成“X”字型。仅通过两根交叉

的固定杆制造就可以达到目的效果，制造成本低易实现。

[0027] 交叉钳头1由三根固定杆4头部相互连接并形成“Y”字型。“Y”字型结构同样属于结

构简单的类型，制造成本低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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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本实用新型还包括调节组件5，所述调节组件5包括第一调节杆5-1、第二调节杆5-

2和动力杆5-3，第一调节杆5-1、第二调节杆5-2和动力杆5-3端部相互铰接，其中第一调节

杆5-1和第一固定杆4-1活动连接，第二调节杆5-2和第二固定杆4-2活动连接，动力杆5-3带

动第一调节杆5-1和第二调节杆5-2运动，第一调节杆5-1带动第一固定杆4-1，第二调节杆

5-2带动第二固定杆4-2运动，形成“一”字型。通过动力杆5-3的带动，使交叉钳头2能够形

“一”字型，“一”字型状态下可以直接经皮微创进入髌骨下方的空腔，再通过调节组件5展开

成“X”字型进行手术，手术完成后通过调节组件5运动，使交叉钳头2能够形“一”字型，手术

完成出来即可，相对于现有复位钳无法经皮微创治疗髌骨骨折，手术患者切口大，损伤大，

本复位钳可以经皮微创治疗髌骨骨折，术后切口小、恢复快、出血少、并发症少。

[0029] 交叉钳头1包括一个片状体6，所述片状体6形成用于调整髌骨表面平整度的面域

3。利用片状体6形成的面域完整性，可以更好地达到手术效果。而且片状体可以设置为一定

弧度的凸面来适应髌骨的形状，这样更加有利于髌骨手术过程中的操作。

[0030] 交叉钳头1可以由在医用X射线透视机下透视不显影且满足手术器材刚度的材料

制成。使用透视机透视不显影的材料可以在手术过程中减少X线透视障碍，将会更加有利于

手术的观察，更好地进行手术。

[0031]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

上述实施例，凡属于本实用新型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当指

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

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210990672 U

5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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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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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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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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