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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新轴心式

骨水泥型髓针

生物型髓针

截骨段

01



胫骨全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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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适应症

关节周围骨缺损的翻修病人

股骨假体松动的翻修，假体周围或假体下骨折

骨折或截骨造成的股骨畸形

明确的骨缺损，如：肿瘤

翻修和创伤后大量节段骨缺损

适应症、禁忌症

01

手术禁忌症

局部或全身的急慢性感染

对植入物材料过敏

感染情况下翻修

假体与骨干有效接触少于80mm

增加患肢风险的肌肉、神经、血管或者其他特殊疾病

有损假体稳定性的骨量缺损

肥胖

关节假体的过度负重或应力集中

02



术前计划

对医生

充分估计术前、术中、术后可能出现的问题

解决病灶

恢复双下肢长度均衡

对我们：

正确的假体准备

避免工具准备的盲目性

1、患者一般资料：

性别、年龄、病灶部位、肿瘤诊断

初步确定截除病灶长度

2、术前准备

X-ray、CT、MRI、病检

3、假体选择原则

术前根据影像检查结果初步确定病灶截除范围，主要根据 ENNEKEY外科分期，

确定处理原则。为避免肿瘤组织遗留和术中扩散，截除水平应距肿瘤病灶边缘区

通常为3-5cm。

具体截骨平面由医生决定可取健侧肢体骨X线摄片作为参照，进行截骨测量胫骨

近端：股骨端用股骨髁和三通，胫骨端用胫骨截骨段、髓针、平台垫组成新轴心

关节患者年龄、骨质以及是否有其他疾病来决定固定方式（生物型/水泥型）

术前计划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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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骨水平的测量

标记显示连接件长度，而非刻度

截骨水平线标记起始于假体未端。

股骨远端测量模板

分左/右

股骨髁

截骨段

胫骨截骨

胫骨近端测量

CHUNLIZHENGDA  MEDICAL  INSTRUMENTS 胫骨近端组配式 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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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胫骨铰刀依次扩髓腔，平台锉处理截骨面，用捣角器插入胫骨近端髓腔捣角。

注意：建议开髓时清理骨屑。

将锉刀留在髓腔做后续调整。

开髓时在胫骨周围固定持骨钳有利于保护皮质骨不致劈裂。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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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切除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术前根据影像资料确定近端胫骨切除的长度。

病变部位充分暴露后，用标尺测量病变部位，

得出准确的病变长度

标记截骨的位置，

用线锯或摆锯垂直于胫骨长轴截骨

截骨完成后选取相应的组配式假体

型号试件与病变部位做对比，之后选择假体



股骨开髓：用髓腔定位器在股骨髁间凹的中心外开口或在髁间窝上将股骨导向器

置于髁间窝中，导向器钉置于十字韧带止点上8-10cm处，用开髓钻头从导向器

的孔中进入髓腔。

将股骨力线定位器和髓內杆连接。髓內杄分长杆与短杆，建议使用长杆，以便通

过髓腔狭部，増加定位准确性。(如股骨畸形或有其他植入物时可选择短杆髓内定

位器)。

股骨准备

01

02

股骨力线定位器同时适用于左、右侧，可根据术前对Ⅹ光片的解读，调节股骨力

线定位器上面的旋钮，选择合适的股骨外翻角度。注意检查“L及R”位置，通常

外翻角度选择5°将股骨力线定位器的髓内杆缓缓插入髓腔，直至股骨力线定位

器上面的两枚短钉打入股骨髁内，使两侧平面紧贴内外髁（注：获得了正确的力

线保证股骨力线定位器至少与一侧远端髁部相接触）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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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部力线杆确认力线：力线杆与股骨头中心相交，侧面观察与股骨的轴线大致平行

时则表明力线正确。在标记为“0”孔內钉入两枚长钉，将截骨板固定于股骨上 。

04

截骨板上的孔位在必要时可用于

对截骨厚度“+”“ -”的调整。

05

用截骨测量器测量截骨厚度，取出髓内定位系统，用1.2mm锯片进行截骨。(截骨时

注意保护好胫骨平台不被损伤)进行股骨远端截骨。

06



1、将髁中心定位器安装在远端截骨平面上,2、将通髁线和髁中心定位器通髁线标记

对齐，安装测量定位器,3、将定位器探头置于股骨干前外侧皮质骨的最高点处，测

量定位器的探头位置指明了最后股骨前髁截骨时锯片的最终位置，4、将两枚长钉分

别固定与髁中心定位器左下角和测量器所测得髁大小相对应数字的钉孔内，这套器

械主要是以髁前定位为准。

07

髁中心定位器取出将两枚长钉留在股骨髁上，将相对应型号四面截骨板置于存留的

两枚长钉上，确定截骨厚度后用两枚长钉固定四面截骨板侧面斜位钉孔。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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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在两号之间最好选用小号的四面截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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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入两枚长钉固定并安装通用手柄。09

在截骨前用截骨测量器（弯刀）进行截骨前测

量，以确认前髁、后髁的截骨厚度，

确认无误后用1.2mm锯片截骨

10

截骨时注意顺序：前髁一前斜面一一后髁一后斜面

注意：取四面截骨板之前打好定位孔后躁戳骨图片
11

a、选相对应型号的踝间截骨器置于股骨課，长钉、手柄固定

b、如图所示(图1、图2、图3)进行髁间截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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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锯01

钻头02

骨刀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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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模安装

植入组织

术后片胫骨近段

试模复位：安装假体，复位，检查

植入相应型号的胫骨近段假体。安装假体、复位

测试屈伸功能、力线及左右平衡情况，必要时可进一步做韧带松懈。

冲洗，缝合。



术后康复计划

1、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0-3d)，患者疼痛较重，不主张活动关节，

可抬高患者肢体，尽量让患者主动伸屈踝关节和趾间关节，进行股四

头肌、胭绳肌的等长收缩活动，进行5-10mn/h，以促进血液回流，

防止血栓形成及肌肉菱缩的发生。

2、人要膝关节置换术后(4-14d)，患者疼痛已明显减轻，负压引流管

已拔除，此时，应继续进行早期功能锻炼，同时要加强膝关节屈伸活

动范围，促进膝关节的活动，将膝关节置于外展位，开始伸屈范围在

0°-30°，以后每天增加10°，出院时应达到90°以上。

3、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2-6周)，继续进行上述功能锻炼，并逐渐增

加练习的时间和频率，要加强股四头肌和胭绳肌的力量训练，患者坐

在床边，主动伸直小腿反复多次，循序渐进；患者坐在床上，膝关节

下垫一枕头，使膝关节屈曲，然后主动伸直；患者站立位时，主动屈

膝，练习胭绳肌并利用拐杖进行行走，加强步态行走训练，逐渐脱离

拐杖，完全康复后嘱患者进行适当的体育活动，如散步、打太极拳

等，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合适的体重，预防骨质疏松，避免过多剧烈运

动，不要做剧烈的跳跃和急停急转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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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针
生物型髓针
骨水泥髓针

新轴心式

水泥型假体 生物型假体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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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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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假体

∅20

∅24

∅25

∅28

∅28

70

120/125/130

62/67/72

56/61/66

∅9/∅10.5/∅12

34

61 30

名称

髁

2#（56）

4#（61）

6#（66）

髁

2#（62）

4#（67）

6#（72）

规
格



18

CHUNLIZHENGDA  MEDICAL  INSTRUMENTS股骨远端组配式操作手册

截骨段

股骨髓针

∅A

L

L+32

∅A

L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24

∅2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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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规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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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适应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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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周围骨缺损的翻修病人

严重的粉碎性骨折

骨肿瘤

翻修及其他引起滕关节骨缺损的疾病

适应症、禁忌症

01

手术禁忌症

局部或全身的急慢性感染

对植入物材料过敏

感染情况下翻修

增加患肢风险的肌肉、神经、血管或者其他特殊疾病

重度肥胖

关节假体的过度负重或应力集中

02



对医生

充分估计术前、术中、术后可能出现的问题

解决病灶

恢复双下肢长度均衡

对我们：

正确的假体准备

避免工具准备的盲目性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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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患者一般资料：

性别、年龄

病灶部位、肿瘤诊断

初步确定截除病灶长度

2、术前准备

Xray、CT、MRI、病检

3、假体选择原则

术前根据MRI检查结果初步确定病灶截除范围,主要根据 ENNEKEY外科分期，确

定处理原则。为避免肿瘤组织遗留和术中扩散，截除水平应距肿瘤病灶边缘区通常

为3-5cm。具体截骨平面由医生决定可取健侧肢体骨X线摄片作为参照，进行截骨

测量胫骨近端：股骨端用股骨髁和三通，胫骨端用胫骨截骨段、髓针、

平台垫组成新轴心关节，患者年龄及状态一一选择柄（生物型固定/水泥型固定）。

术前计划

术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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胫骨截骨

股骨截骨

截骨水平的测量

标记显示连接件长度，而非刻度

截骨水平线标记起始于假体末端

股骨远端测量横板

分左/右

股骨髁

载骨段

股骨截骨



第一步：模板测量

第二步：截骨

第三步：扩髓、倒角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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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模板测量，确定截骨水平术前影像检查测量出肿瘤病变

长度，得出需截骨的长度病变部位充分暴露后，用标尺

测量病变部位，得出准确截骨长度。

02 测量完成后，选取相应型号的试模，与病变部位做对比。

01 扩髓至绞刀在髓腔内有阻力。

02 根据预定最终假体柄的直径选择相应的倒角器。

03 倒角器的作用是使截骨平面入口处的形状与固定柄未端形状相匹配 。



清理胫骨平台上的软组织，在胫骨平台最高点处开口。

股骨准备--确定胫骨截骨平面

CHUNLIZHENGDA  MEDICAL  INSTRUMENTS 股骨远端组配式 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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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顺时针转动髓腔绞刀，髓腔绞刀依次扩髓，以末端直径175mm髓腔绞刀未端做基

准点。

02

将髓内定位系统放置髓腔绞刀末端用测量器再次确定截骨厚度(如果需要可通过胫

骨截骨板上的调节孔重新调整截骨量)，并植入一枚斜钉固定截骨板。

03

股骨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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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胫骨截骨量·将胫骨截骨测深器插入胫骨截骨槽內(胫骨截骨测深器提供

2mm和10mm的截骨标准)。备注：a、探针上标记"10°"的一端放在胫骨平台受

损较轻侧的软骨上可以去除10mm骨组织(与假体最低截骨量相匹配)b、探针上标

记"2"的一端放在胫骨平台受损较重侧的骨质上，可以去除探针下方2mm的骨组织

(保证胫骨平台骨面平行)以上2点通常难以同时实现，临床医生必须根据患者的年

龄、骨质情况与假体的固定类型确定截骨量。

使用测量器检查截骨量后，在"0"孔位钉入两枚无帽固定长钉或两枚无头螺纹钉，

将胫骨截骨板固定在胫骨上。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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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支持臂并将胫骨截骨示笔尖端触点胫骨平台预定位置后，将其锁定。05

则根据所使用的胫骨截骨板确定后倾角度。可参考术前测量数据确定后倾角，或

用测量器放在截骨槽内平行于胫骨平台面确定后倾角。

06

最后用截骨测量板确定截骨厚度，确定无误后用1mm厚的锯片截骨。胫骨截骨

完成。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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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胫骨平台试件，将力线测量架安装在胫骨截骨板上，经力线测量架上的孔穿

过下肢力线测量杆，检查下肢力线情况。

假体的安装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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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髓腔锉定位器，用髓腔锉向下打入髓腔，直至髓腔锉平面与胫骨截骨平台在

同一水平(未入2mm)。

02

取出髓腔锉及平台试伟安装对应型号的胫骨平台试模测试屈伸功能、力线及左右

平衡情况。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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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植入远端塞，

用远端塞打入器植入。

04

安装假体复位，检查。

05

缝合

待骨水泥凝固后，彻底冲洗关节，用吸引器吸干净。按正常的分层方式缝合软组织。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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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计划

1、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0-3d)，患者疼痛较重，不主张活动关节，

可抬高患者肢体，尽量让患者主动伸屈踝关节和趾间关节，进行股四

头肌、胭绳肌的等长收缩活动，进行5-10min/h，以促进血液回流，

防止血栓形成及肌肉萎缩的发生。

2、人要膝关节置换术后(4-14d)，患者疼痛已明显减轻，负压引流管

已拔除，此时，应继续进行早期功能锻炼，同时要加强膝关节屈伸活

动范围，促进膝关节的活动，将膝关节置亍外展位，开始伸屈范围在

0 °-30°，以后每天增加10°，出院时应达到90°以上。

3、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2-6周)，继续进行上述功能锻炼，并逐渐增

加练习的时间和频率，要加强股四头肌和胭绳肌的力量训练，患者坐

在床边，主动伸直小腿，反复多次，循序渐进；患者坐在床上，膝关

节下垫一枕头，使膝关节屈曲，然后主动伸直；患者站立位时，主动

屈膝，练习胭绳肌并利用拐杖进行行走，加强步态行走训练，逐渐脱

离拐杖，完全康复后嘱患者进行适当的体育活动，如散步、打太极拳

等，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合适的体重，预防骨质疏松，避免过多剧烈运

动，不要做剧烈的跳跃和急停急转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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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选拔 髓内定位器

三棱刀 髁远端截骨导向器

钻头∅8 髁平面测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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胫骨标尺 股骨标尺

髁远端截骨导向器 测量定位器

股骨髓内针 拔钉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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铰刀 骨凿

测量定位器 钻头

力线校正器
髁间截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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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针试件 股骨髓针试件

髓针试件 截骨段

股骨髁外套 股骨髁试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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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头试件 胫骨髓腔锉

板锉 通用手柄

截骨挡板 髓针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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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棱刀 扶手

中心轴 股骨髓腔定位器

钻头 股骨髓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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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扳手 髓针试件

打钉器 胫骨锉定位器

胫骨髓腔钻孔导向器 股骨力线校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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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骨平面锉 倒角器

力线杆 髓腔锥绞刀

绞刀 股骨髁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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胫骨平台试件 胫骨平台打入器

股骨髁打入器 平台垫打入器

手套 测深器

分离器扳手 滑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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髁间截骨板 分离器

四面截骨板 胫骨截骨导向器

金属试垫 调节杆

调节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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