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1 型股骨柄

免责声明：
本技术手册所述内容，供内部人员参考，医护人员
应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选择最为合适的治疗方案

BE1 型股骨柄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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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1型股骨柄为一款骨保留型短柄，其优势有：

股骨近端的受力更接近生理状态；

减少股骨近端应力遮挡及骨吸收； 

降低术后大腿疼痛； 

避开了股骨远端的解剖不匹配，保留了更多的骨组织，为将来的翻修提供了便利等。

BE1型锉刀共有6-14#，9个规格，与假体一一对应。锉磨髓腔时按规格逐号递增使用，从而保

证髓腔与假体达到最佳匹配，还可用于前侧入路微创术式。

BE1 型股骨柄 设计参数

相关器械

纵向凸起设计

可增加假体的稳定、抗旋转能力

偏心柄尖、专利设计

便于股骨柄打入，降低撞击骨皮

质几率，减少大腿疼痛

12/14锥度和优化的颈部形状

减少碰撞几率，最大化活动范围

132°颈干角

贴近自然的解剖结构

微孔Ti+HA涂层

同时增加骨长入和骨附着

普通髋关节 骨保留关节

•  术后有疼痛风险

•  对软组织和肌肉的影响较大

•  较长的住院和康复周期

•  骨量保留较少翻修难

•  较少术后疼痛的风险

•  对软组织和肌肉的影响较小

•  较短的住院和康复周期

•  骨量保留较多翻修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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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的短柄设计，避开了股骨远端的解剖不匹配，保留了更多的骨量；

短薄的几何形态，减少股骨近端的应力遮挡及骨吸收，使股骨近端的受力更接近生理形态；

优化的外侧肩部，同时减小手术切口，还可适用于微创手术;

多种结构的优化设计，保留了更多的骨组织，为将来的翻修提供了便利。

最大限度保留骨量留有二次翻修余地

通过选择千名正常健康的志愿者，以CT扫描的方式获得原始数据，

建立了国人骨解剖数据库;

将测量数据与登记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后，进行统计学分析;

国人颈干角（A4）平均角度为128.4±6.26°;

依据骨保留型手术特点，为恢复髋关节旋转中心设计了132°颈干角。

 

假体颈干角——为什么是132°？

编号 规格 柄长L 颈长LN 偏心距H 近端尺寸W 远端尺寸W1 颈干角a 材质 锥度 表面喷涂 图示

132° Ti6A14V12/14 Ti+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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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柄长

利于保留骨量

扁平化窄颈设计

颈部高抛光，扁平化设计降低

了与髋臼假体接触后的摩擦颗

粒的产生，并增加活动度。

短薄的几何形态

有利于保留更多的骨量

优化外侧肩

利于保留更多的骨量，

适用于微创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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