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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骨关节炎是导致老年人残障的最常见疾病之一ꎮ 研究

者认为ꎬ膝关节失稳所致的关节应力集中是骨关节炎发生发展

的重要影响因素[１￣２] ꎮ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ꎬ检测膝关

节动态失稳的指标———内翻延伸比疼痛、关节活动度降低及股

四头肌肌力减弱等指标更能直接有效地反映患者的躯体功能

状况[３] ꎮ 为此ꎬ本综述将回顾检测膝关节动、静态稳定的主要

方法和指标ꎬ并重点阐述膝关节冠状面失稳的动态检测指

标———内翻延伸ꎮ

膝关节动、静态稳定性检测的常用方法和指标

目前测量膝关节稳定性的常用方法有自我评估法、体格检

查、影像学检查、等速测试系统、ＫＴ１０００ / ＫＴ２０００ 测量仪、基于

２Ｄ / ３Ｄ 图像配准技术的在体稳定性评价系统等ꎮ
一、自我评估法

询问患者过去 ３ 个月内任意时间是否出现过膝关节无力、
扭转或打软腿[３￣４] ꎬ并记录发生频率ꎬ分析这些症状出现的程

度、频率等相关情况ꎬ并进行随访ꎮ 本方法具有可靠、有效、敏
感的特点ꎬ适用于评价髌股关节疼痛及关节炎等各种病理性或

外伤原因引起的膝关节失稳ꎬ分级明确ꎬ有利于起始康复治疗

量的制定ꎻ但缺乏对疼痛、肌肉力量、本体感觉等因素的考虑ꎬ
缺乏对失稳程度的客观定量评价[５] ꎮ

二、临床体格检查

临床上常用 Ｌａｃｈｍａｎ 实验、前后抽屉试验和侧方应力试验

检查前后交叉韧带及内外侧副韧带是否出现异常ꎬ方便快捷ꎮ
与抽屉试验相比ꎬＬａｃｈｍａｎ 试验对前交叉韧带损伤的诊断准确

性更高ꎬ原因是抽屉试验是在膝关节屈曲 ９０°时进行的ꎬ此时附

着于胫股内侧的半月板紧贴股骨髁凸面ꎬ限制了胫骨前移ꎮ 这

些体格检查方法都不适用于损伤急性期的诊断ꎬ假阴性率高ꎬ
易受主观因素影响ꎬ单一使用不能作为确诊的评定标准[６] ꎮ

ＫＴ１０００ / ＫＴ２０００ 测量仪是检查膝关节稳定性的定量测量

仪器ꎬ原理是模仿膝关节屈曲 ３０°时的 Ｌａｃｈｍａｎ 试验ꎬ通过量化

前后交叉韧带松弛度来评价膝关节稳定性ꎮ 有研究报道ꎬ
ＫＴ１０００ 的诊断敏感性明显高于前抽屉试验和轴移试验[７] ꎮ 但

Ｗｉｅｒｔｓｅｍａ 等[８]研究认为ꎬＬａｃｈｍａｎ 试验组中的测试信度及实验

信度系数(ＩＣＣ＝ １.０ 和 ０.７７)高于 ＫＴ１０００ 实验组( ＩＣＣ＝ ０.４７ 和

０.１４)ꎮ 目前还没有文献明确其测试效果优于体格检查ꎬ临床应

用较少ꎮ

三、影像学检查

下肢负重位全长 Ｘ 线片、ＣＴ、ＭＲＩ 可以清楚地观察出下肢

的解剖结构[９] ꎬ通过应力位摄片ꎬ可以作为静态评估膝关节稳

定性的方法ꎮ 不过其测量仪器的成本、学习技术的相关费用、
潜在技术问题等都存在争议ꎬ准确性也受诸多因素影响ꎬ容易

漏诊ꎻ而且它不足以评估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受限的严重程

度ꎬ且影像学表现的严重程度常与患者膝关节的临床症状不

符[１０] ꎮ
四、等速测试系统

主要用于四肢肌力的评定和训练ꎬ也可用于改善关节活动

度ꎮ 俞晓杰等[１１]结合离心收缩测试评定膝骨关节炎患者的肌

肉功能后发现ꎬ正常膝关节屈 /伸肌肌力(Ｈ / Ｑ)比值ꎬ即腘绳肌

肌力与股四头肌肌力的比值对于保持膝关节稳定及防止运动

中较弱肌群牵拉伤具有重要意义ꎻ而股四头肌动态控制率(腘
绳肌离心力矩 /股四头肌向心力矩)是反映伸膝过程中膝关节

动态稳定性的良好指标[１２] ꎮ 等速离心收缩训练有利于改善关

节稳定性[１２] ꎬ等速持续被动运动尤其适合早期活动受限的关

节[１３] ꎮ 另外ꎬ膝关节的本体感觉对维持其稳定也很重要[１４] ꎬ可
以使用关节位置重现法定量评价膝关节的本体感觉情况[１５] ꎮ
但等速运动不是生理性运动ꎬ其测量结果能否真正反映膝关节

步行时的功能状况还存在争议ꎮ
基于 ２Ｄ / ３Ｄ 图像配准技术获取三维骨结构相对位置的方

法可以在健康人体运动过程中获取膝关节动态稳定的相关参

数ꎬ如韧带强度及胫股位置的变化情况ꎬ再进一步分析得出膝

关节生理状态下骨结构运动学和稳定性的变化ꎬ实现对膝关节

失稳的早期诊断[１６] ꎮ 随着三维步态分析系统的发展和进步、模
拟方法的不断发展ꎬ这种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ꎮ 近年来研究者

越来越重视基于三维步态分析技术的动态检测指标ꎬ尤其是被

认为是膝关节冠状面失稳的动态检测指标———内翻延伸[１７] ꎮ

膝关节冠状面上动态稳定检测指标———内翻延伸

膝关节内翻延伸是一个发生于步态周期支撑相早期冠状

面上异常的膝关节运动[１８] ꎮ 正常步行中常伴有轻度的膝关节

内外翻活动ꎬ并随着膝关节屈伸角度的变化而有所不同ꎮ 内翻

延伸表现为支撑相膝关节负重时所致的膝内翻加重ꎬ非负重阶

段膝内翻角度减小或呈中立位ꎬ是可视化的、动态的膝关节冠

状面上出现的异常移位[１９] ꎮ 内翻延伸代表了膝关节动态失稳

和下肢动态力线异常ꎬ是神经肌肉受损或关节周围韧带等稳定

机制异常的结果ꎬ是膝关节内侧间室应力集中的重要标志ꎮ
步态周期中膝关节的活动是屈曲运动伴随着旋转运动ꎬ冠

状平面可能发生内翻运动ꎮ 首次触地时胫骨相对于股骨在外

旋的位置ꎬ随着膝关节屈曲观察到胫骨快速地向内侧旋转ꎬ随
着首次触地时外旋角度增大ꎬ承重反应期内翻角度及内翻延伸

的程度都呈增大趋势ꎻ内翻延伸的程度和首次触地至承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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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横向旋转运动的幅度呈正相关[２０] ꎬ根据内翻延伸的程度来

控制旋转运动可以减小膝关节内侧间室负荷ꎮ 通过计算机体

层成像分析技术发现随着内翻畸形的增加ꎬ伴有内翻的膝关节

伸直时常向外侧旋转[２１] ꎮ 通过冠状面上的步态观察ꎬＣｈａｎｇ
等[２２]研究发现ꎬ伴有可视化内翻延伸的膝关节比对照组有更大

的膝内翻角度和角速度(平均差异为 ０.９°和 ６.６５° / ｓ)ꎬ而且峰

值膝内翻角速度与内翻延伸的关系更为密切ꎬ更适合作为观察

动态内翻延伸的指标ꎮ 膝内翻角度只能够捕捉到冠状平面上

关节失稳的程度ꎬ但峰值膝内翻角速度却提供了运动的方向和

速度ꎮ
目前定量测量内翻延伸的方法是观察步行中的髋￣膝￣踝角

度ꎬ由专业人员鉴别和测量角度值ꎬ即冠状面大转子、膝关节结

合线外侧点、外踝三个皮肤标记连线组成的角度ꎮ 内翻延伸运

动的大小被定义为从足跟触地到第一次膝关节内翻角度峰值

出现时冠状平面上两个角度的差值[１８] ꎬ代表了发生膝关节运动

时冠状面上膝关节内翻程度和下肢力线的变化情况ꎮ 正常步

行时ꎬ下肢承受了相当于自身体重 ３~ ５ 倍的重量ꎬ下肢力线对

活动中膝关节内外侧间室压力负荷的分布十分重要[２３] ꎮ 有研

究报道指出ꎬ静态膝内翻角度在 ０° ~５°时内翻延伸最大ꎬ而膝内

翻角度大于 ５°后内翻延伸反而减小[１９] ꎬ原因可能是膝内翻角

度大于 ５°时绝大部分的身体负荷已经转移给内侧间室ꎬ不再有

反应负荷由内外侧共同承担转移为以内侧承担为主的过程ꎮ
此外在这个阶段ꎬ患者为了应对膝关节失稳ꎬ可能会出现关节

周围软组织增生、挛缩ꎬ结果是内翻延伸的程度反而降低ꎮ 还

有研究[２４]认为ꎬ评估内翻延伸对膝关节后外侧角损伤诊断的准

确性至关重要ꎮ
内翻延伸作为膝骨关节炎(尤其是内侧间室)进展潜在的

独立危险因素ꎬ也可以通过简单的步态观测活动进行评定ꎬ不
需要影像学及昂贵的实验室设备进行步态分析ꎬ但即使是训练

有素经验丰富的操作者也不可能多次重复放置皮肤标志于一

点ꎬ这会影响内翻延伸的结果ꎮ 另外ꎬ步态观测具有主观性ꎬ不
能取代定量的步态分析ꎮ 目前内翻延伸常用于关节间隙正常

或内侧关节间隙减小的膝骨关节炎关节是否存在失稳ꎬ而 Ｘ 线

片上显示外侧间隙减小的受试者常被纳入排除标准ꎮ

内翻延伸与膝骨关节炎

内翻延伸可以用作评价各种病理性或外伤性等原因引起

的关节间隙和下肢力线的异常程度ꎬ也可以预测患者跌倒风

险ꎬ同时又可避免放射性物质的伤害ꎮ 研究表明ꎬ针对性治疗

内翻延伸可以有效缓解疾病症状ꎬ延缓膝骨关节炎的发生和发

展ꎮ
内翻延伸的存在和加重ꎬ与膝关节内收力矩一样ꎬ加剧了

膝关节失稳以及负重活动时内侧间室的压力负荷ꎮ 研究表明

内翻延伸和膝关节内收力矩一样与关节软骨退变密切相

关[１８￣１９ꎬ２５] ꎮ Ｃｈａｎｇ 等[１９]经 １８ 个月的随访并排除关节内翻这一

干扰因素后发现ꎬ内翻延伸使膝骨关节炎进展的可能性增加了

４ 倍(排除了年龄因素、性别因素、体质指数因素、疼痛因素ꎬ其
中比数比为 ３.９６ꎬ９５％可信区间 ２.１１~ ７.４３)ꎮ Ｃｈａｎｇ 等[２６] 还发

现ꎬ外翻延伸不如内翻延伸常见ꎬ但在某些人群中外翻延伸存

在相对较高的概率ꎬ这也许可以解释不同人群中不同类型膝骨

关节炎的发病率不一致的现象ꎮ Ｆｕｋｕｔａｎｉ 等[２７] 研究结果提示ꎬ

内翻延伸和内侧膝骨关节炎的疼痛及僵硬症状有关ꎬ但与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相关性较小ꎮ Ｇｒａｃｅ 等[２８] 研究发现ꎬ内翻延伸和

下肢静态力线均与支撑相的关节疼痛有关ꎬ减小内翻延伸(如
调整步态)可以缓解膝关节疼痛症状ꎮ Ｂｅｎｎｅｌｌ 等[２９] 研究认为ꎬ
内翻延伸和肥胖是导致膝关节疼痛的重要影响因素ꎬ进行康复

训练时治疗方案要有针对性ꎬ比如伴有内翻延伸而无肥胖的受

试者进行神经肌肉训练法效果较好ꎮ
有研究认为ꎬ高位胫骨截骨术、全膝关节置换术等都可以

使内翻延伸得到长时间改善ꎮ Ｄｅｉｅ 等[３０]研究发现ꎬ内侧膝骨关

节炎患者经高位胫骨截骨术可同时减小内翻延伸和膝关节内

收力矩ꎬ但开放式高位胫骨截骨术术后内翻延伸得到改善维持

的时间更长ꎮ 全膝关节置换术也可以长时间改善内翻延伸和

膝关节内收力矩ꎬ从而维持膝关节稳定[３１] ꎮ Ｋｉｍ 等[３２] 针对前

交叉韧带重建术后的患者研究发现ꎬ若术后没有出现内翻延伸

或内侧膝关节炎ꎬ则进一步实施胫骨截骨术的必要性明显减

低ꎮ Ｖａｎ 等[３３]研究认为ꎬ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出现内翻延伸会

增加膝关节失稳的风险ꎬ建议行胫骨截骨术ꎮ
足底外侧楔形矫形鞋垫或膝关节外翻矫形器对伴有内翻

延伸的内侧膝骨关节炎也有作用ꎬ有利于减少内侧间室压力负

荷ꎬ维持膝关节稳定[３４] ꎮ

结语

综上所述ꎬ膝关节的稳定性虽然广受关注ꎬ但能够真正指

导临床康复治疗且行之有效的检测手段较少ꎮ 内翻延伸是从

步态分析中获得的关于膝关节动态失稳的检测指标ꎬ操作简

单ꎬ同时可以避免放射性物质的伤害ꎮ 研究表明ꎬ膝关节内翻

延伸与膝骨关节炎的症状密切相关ꎬ但内翻延伸是如何影响疾

病进展的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清楚ꎻ有关干预内翻延伸的治疗措

施尽管逐渐受到关注ꎬ但相关研究还较少见报道ꎮ 因此ꎬ还有

待于将来进一步探讨膝关节内翻延伸影响膝骨关节炎发生发

展的相关机制ꎬ并着手开发降低内翻延伸的康复干预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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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１１９９９￣０１０￣１５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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