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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矫形器结合康复训练治疗小儿拇指扳机指的疗效ꎮ 方法　 选取 ６０ 例拇指扳机指患儿纳

入治疗组(共 ７０ 个患指)ꎬ给予康复训练及矫形器治疗ꎻ另选取 ６０ 例年龄、性别相匹配的拇指扳机指患儿(共 ６９ 个

患指)纳入对照组ꎬ只给予康复训练ꎮ 治愈标准为患儿拇指屈曲畸形消失ꎬ拇指各关节可正常主动活动至 ０°且无

弹响ꎮ 比较 ２ 组患儿拇指扳机指治愈率及治愈时间ꎮ 结果　 治疗组患儿共有 ６５ 个患指治愈ꎬ治愈率为 ９２.９％ꎻ对
照组患儿共有 ６３ 个患指治愈ꎬ治愈率为 ９１.３％ꎬ２ 组患儿治愈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但治疗组治愈时

间[(４３.２±４.２)周]较对照组治愈时间[(５１.４±７.７)周]明显缩短ꎬ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结论　 矫形

器结合康复训练治疗小儿拇指扳机指可加速患指痊愈ꎬ缩短治疗时间ꎬ该联合疗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ꎮ
【关键词】 　 拇指扳机指ꎻ　 保守治疗ꎻ　 矫形器ꎻ　 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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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拇指扳机指是一种儿童常见疾病ꎬ可表现为拇长屈肌

腱在腱鞘内滑动受阻ꎬ被动活动屈曲或伸展的拇指指间关节可

产生如扣扳机一样的阻挡感ꎬ影响拇指指间关节正常活动ꎬ导
致拇指屈伸功能障碍ꎬ多为无痛性拇指指间关节活动受限ꎬ其
发病率为 ３.３‰ꎬ男、女患儿比例约为 １ ∶ ４[１] ꎮ 拇指扳机指的病

因目前尚未明确ꎬ可能与先天遗传或后天创伤等因素有关[２] ꎮ
手术及保守治疗是目前小儿拇指扳机指主要治疗手段ꎬ保守治

疗主要包括康复训练、矫形器治疗等[３￣４] ꎮ 近年来保守治疗应

用于小儿拇指扳机指已得到越来越多认可ꎮ 相关研究显示ꎬ被
动牵伸可有效治疗小儿拇指扳机指[５] ꎬ单纯矫形器治疗对小儿

拇指扳机指也有良好疗效[６] ꎻ但目前关于矫形器联合被动牵伸

治疗小儿拇指扳机指的临床报道较少ꎮ 基于上述背景ꎬ本研究

旨在探讨矫形器联合康复训练治疗小儿拇指扳机指的疗效ꎬ为
小儿拇指扳机指的临床治疗选择提供参考依据ꎬ以促进小儿拇

指扳机指的早期干预ꎮ

９７３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第 ３９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７ꎬ Ｖｏｌ. ３９ꎬ Ｎｏ.５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期间在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康复医学科就诊的拇指扳机指患儿 ６０ 例

(共 ７０ 个患指)纳入治疗组ꎬ并选取同期就诊的拇指扳机指患

儿 ６０ 例(共 ６９ 个患指)纳入对照组ꎮ 根据扳机指分级标准为

每一个患指进行分级ꎬ扳机指分级标准参见表 １[７] ꎮ 本研究患

儿纳入标准包括:①明确诊断为拇指扳机指ꎻ②无正规系统治

疗史ꎻ③无神经系统、骨骼肌肉系统、心血管系统、耳鼻喉科等

疾病史ꎻ④患儿家属对本研究均知情同意ꎬ并由家属签署知情

同意书ꎮ 患儿排除标准包括:①既往有拇指外伤史ꎻ②由先天

性疾病、遗传代谢疾病引起的拇指扳机指ꎻ③患儿家属不能积

极配合治疗ꎻ④治愈后无法按时随访等情况ꎮ ２ 组入选患儿一

般资料情况详见表 ２ꎬ表中数据经统计学比较ꎬ发现组间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具有可比性ꎮ

表 １　 扳机指分级标准

级别 相关表现

０Ａ 级 伸展超过 ０°且无弹响

０Ｂ 级 伸展到 ０°且无弹响

Ⅰ级 能主动伸展有弹响

Ⅱ级 被动伸展有弹响

Ⅲ级 不能主动或被动伸展(僵直)

表 ２　 入选时 ２ 组患儿一般资料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例)
男 女

患指数量
(个)

患指分级(例)
Ⅰ级 Ⅱ级 Ⅲ级

平均年龄
(月ꎬｘ－±ｓ)

治疗组 ６０ １９ ４１ ７０ ２１ ３０ １９ ２２.３±９.２
对照组 ６０ １７ ４３ ６９ １９ ２９ ２１ ２２.９±８.９

二、治疗方法

２ 组患儿均给予常规康复训练ꎬ由具有 ５ 年以上临床治疗经

验的治疗师进行医疗机构康复治疗与家庭康复指导ꎬ医疗机构康

复治疗每周 １ 次ꎬ家庭康复治疗起始阶段每天治疗 ６ 次ꎬ治疗一

段时间后由康复医师评估患儿恢复情况ꎬ对于病情逐渐改善的患

儿可将家庭康复治疗频次逐渐减少至每天 ２ 次ꎬ直至完全治愈ꎮ
康复治疗主要包括对患指掌指关节狭窄部位进行手法治疗ꎬ手法

宜轻柔ꎬ切忌暴力ꎮ 具体治疗方法如下:治疗师首先按摩患指掌

指关节结节处 ３~ ５ ｍｉｎꎬ随后作业治疗师一手托住患儿手掌ꎬ并
用拇指及食指轻柔握住患儿拇指并进行牵拉ꎬ治疗师另一手拇指

指腹用缓慢、持续的力量按压患儿患指狭窄部 ３~ ５ ｍｉｎꎬ直至感

觉拇长屈肌腱在腱鞘内放松后ꎬ作业治疗师再进行患指指间关节

屈伸活动ꎬ使指间关节尽量伸直和屈曲ꎮ 对严重屈曲或伸展的患

指ꎬ作业治疗师可在屈腕、屈掌指关节位进行手法治疗ꎮ 当患指

屈曲十分僵硬时ꎬ不能强行将患指扳直ꎬ治疗师需进行被动牵伸

运动ꎬ经一段时间治疗后ꎬ如患指指间运动无弹响时ꎬ治疗师可要

求患儿进行主动拇指指间屈伸运动ꎮ 对于不配合的患儿可在其

吃奶或睡眠等心情较为平静时进行康复治疗ꎮ 治疗师将以上治

疗内容详细教授给患儿家属作为家庭康复治疗内容ꎬ要求家长每

天遵医嘱为患儿进行家庭康复治疗ꎮ
治疗组患儿在上述干预基础上辅以矫形器治疗ꎬ矫形器是

根据患儿手掌大小、畸形程度进行个性化定制ꎬ制作材料为医用

低温热塑ꎮ 治疗师指导家长正确为患儿佩戴矫形器(见图 １)ꎬ并
告知矫形器佩戴注意事项ꎬ患儿每天佩戴矫形器时间不少于 ３ ｈꎮ

图 １　 拇指扳机指矫形器佩戴示意图

三、疗效评定标准

治疗师需记录 ２ 组患儿来医疗机构治疗及在家庭康复治

疗的时间、频次、天数等ꎬ还要询问矫形器佩戴时间、次数、天
数、有无不良反应等ꎮ 目前国内、外对拇指扳机指治愈尚无标

准定义ꎬ根据扳机指分级标准(表 １)ꎬ本研究将 ０Ｂ 级定为治愈

标准ꎬ即拇指无屈曲畸形ꎬ拇指各关节可正常主动活动至 ０°且
无弹响ꎮ 患儿患指治愈后每 ３ 个月来我科随访 １ 次ꎬ观察是否

有复发ꎬ至一年半后结束全部随访ꎮ
四、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所得计量数据以(ｘ－±ｓ)表示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版统计

学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ꎬ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ꎬ计量资

料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一、２ 组患儿患指治愈率比较

治疗组患儿共有 ６５个患指获得痊愈ꎬ治愈率达 ９２.９％ꎻ对照组

共有 ６３个患指痊愈ꎬ治愈率为 ９１.３％ꎮ 经统计学比较发现ꎬ２ 组患

儿治愈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具体数据见表 ３ꎮ

表 ３　 ２ 组患儿患指治愈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患指数量
(个)

治愈
(个)

未治愈
(个)

治愈率
(％)

治疗组 ６０ ７０ ６５ ５ ９２.９ａ

对照组 ６０ ６９ ６３ ６ ９１.３

　 　 注:与对照组相同指标比较ꎬａＰ<０.０５

二、２ 组患儿治愈时间比较

治疗组患儿平均治愈时间为(４３.２±４.２)周ꎬ对照组患儿平

均治愈时间为(５１.４±７.７)周ꎬ２ 组患儿平均治愈时间组间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讨　 　 论

随着医疗技术水平提高ꎬ小儿拇指扳机指的治疗方法从以

往单纯手术治疗逐渐改为保守治疗结合手术治疗[７￣８] ꎮ 由于临

床上对保守治疗方法存有争议ꎬ许多外科医生仍建议尽早手术

治疗ꎬ认为只有手术才能彻底矫正拇指畸形ꎬ如不及时进行手

术治疗可引起拇指屈曲畸形[９] ꎮ 但同时有研究显示ꎬ小儿拇指

扳机指的手术虽然简单ꎬ但也是一种侵入性治疗手段ꎬ需要患

０８３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第 ３９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７ꎬ Ｖｏｌ. ３９ꎬ Ｎｏ.５



儿住院治疗且实施全身麻醉ꎬ并存在伤口感染、肌腱粘连、桡神

经损伤、易复发等风险[１０] ꎮ 外科医生不建议保守治疗的另一个

原因是保守治疗可能会延误手术时机ꎬ但早在 １９９８ 年 Ｍｕｌｐｒｕｅｋ
等[１１]跟踪随访了 ４２ 例拇指扳机指患儿ꎬ发现 １０ 例患儿(４％)
在初诊后 ３ 个月内自愈ꎬ２３ 例患儿随访后进行了手术治疗ꎬ结
果显示延迟手术对患儿手术结果并无影响ꎮ Ｂａｅｋ 等[１２] 研究显

示ꎬ７５％患儿拇指扳机指在 ５ 年内可自愈ꎮ Ｓｋｏｖ 等[１３] 研究也显

示ꎬ拇指扳机指患儿 ３ 岁后进行手术治疗ꎬ其屈曲畸形风险并

未增加ꎮ 由于患儿家长大多希望能避免手术治疗ꎬ因此对拇指

扳机指患儿应首先采取保守治疗ꎬ即使保守治疗失败再进行手

术治疗并不会对患儿造成不良影响ꎮ 目前采用保守疗法治疗

小儿拇指扳机指已有较多临床报道ꎬ治疗方法主要包括手法牵

伸和矫形器治疗ꎮ 相关研究发现ꎬ单纯采用矫形器治疗小儿拇

指扳机指的治愈率可达 ４８％ ~ ８９％ [６] ꎮ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等[５] 对 ６０ 个

拇指扳机指进行单纯被动牵伸训练ꎬ也取得了满意治疗效果ꎬ
特别是对于Ⅱ级拇指扳机指患儿ꎬ其临床疗效相对较显著ꎮ

拇指扳机指主要病理表现为手掌掌骨关节处拇长屈肌和

Ａ１ 滑车肌腱处存在结节ꎬ主要病理改变发生在 Ａ１ 滑车部

位[１４] ꎮ 吉士俊等[１５]认为胎儿期拇指过度屈曲ꎬ拇指掌指关节

掌侧腱鞘入口严重压迫屈肌腱ꎬ可导致该处狭窄及入口附近屈

肌腱膨大ꎬ尤其是韧带、腱鞘增厚ꎬ手法牵伸治疗可使狭窄腱鞘

通道放松、扩大ꎬ促进拇指自主活动功能恢复ꎮ 而矫形器治疗

则是使患指处于持续伸直状态ꎬ牵伸患指深屈肌肿胀的软组

织ꎬ缓解组织肿胀ꎬ从而改善 Ａ１ 滑车与梭形增厚肌腱的解剖位

置关系[６] ꎬ促进拇指活动度恢复ꎮ
本研究旨在观察矫形器和以牵伸为主的康复训练相结合

治疗拇指扳机指的疗效ꎬ结果显示治疗组患儿经联合治疗后共

有 ６５ 个患指获得痊愈ꎬ治愈率高达 ９２.９％ꎬ而单纯给予康复治

疗的对照组患儿治愈率为 ９１.３％ꎬ２ 组患儿治愈率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但治疗组患儿平均治愈时间[(４３. ２±
４.２)周]较对照组治愈时间 [(５１. ４ ± ７. ７) 周] 明显缩短 (Ｐ<
０.０５)ꎮ 本研究入选患儿治愈率数据要高于以往文献报

道[５￣６ꎬ１６] ꎬ这可能与患儿年龄、病程及具体治疗方案、治疗依从性

不同有关ꎮ 本研究结果尚不支持联合治疗方法较单纯康复训

练有更好的疗效ꎬ但联合治疗能明显缩短治愈时间ꎬ具有积极

临床意义ꎮ 因为拇指扳机指患儿在接受保守治疗时ꎬ尤其担心

保守治疗效果不佳而延误手术时机ꎻ 虽然 Ｍｕｌｐｒｕｅｋ[１１] 和

Ｓｋｏｖ[１３]等均认为 ３ 岁之前可采取保守治疗方案ꎬ但尽早获悉保

守治疗疗效及预后将有助于治疗方案及时调整或转为手术治

疗ꎮ 另外保守治疗通常所需时间较长ꎬ需家长每天遵医嘱对患

儿进行家庭康复治疗ꎬ对家长可能造成一定物质与精神上的负

担ꎬ保守治疗时间缩短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长负担ꎬ同时

也提示在相同治疗时间内联合治疗具有提高治愈率的潜在可

能性ꎬ这一点在 Ｔａｎ 等[１７] 研究中有所体现ꎮ 本研究中未治愈

(效果不佳)情况大都发生在病情较重患儿中(１１ 例未愈患儿

中包括Ⅱ级 ２ 例ꎬⅢ级 ９ 例)ꎬ上述结果也支持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５] 及

Ｊｕｎｇ[７]等研究结论ꎬ即对于病情达到Ⅲ级的拇指扳机指患儿ꎬ在
保守治疗预后较差的情况下仍应考虑通过手术来缓解ꎮ

综上所述ꎬ本研究结果表明ꎬ矫形器联合康复训练治疗小

儿拇指扳机指可加快患指痊愈ꎬ缩短治疗时间ꎬ且治疗过程中

不引起患儿疼痛ꎬ患儿配合度较好ꎬ提示该联合疗法值得在拇

指扳机指患儿中推广、应用ꎮ 本研究不足之处为入组对象未采

取随机对照入组ꎬ故在今后研究中需进一步完善ꎮ

参　 考　 文　 献

[１] Ｋｉｋｕｃｈｉ ＮꎬＯｇｉｎｏ Ｔ.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ｔｈｕｍｂ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 .Ｊ Ｈａｎｄ Ｓｕｒｇ Ａｍꎬ２００６ꎬ３１(４):５４１￣５４３.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ｊｈｓａ.２００５.１２.０２４.

[２] Ｂａｅｋ ＧＨꎬＫｉｍ ＪＨꎬＣｈｕｎｇ ＭＳ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ｔｈｕｍｂ[Ｊ] .Ｊ Ｂｏｎ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ｕｒｇ Ａｍꎬ２００８ꎬ９０(５):９８０￣９８５.ＤＯＩ:
１０.２１０６ / ＪＢＪＳ.Ｇ.００２９６.

[３] Ｃｈａｌｉｓｅ ＰＫꎬＭｉｓｈｒａ ＡＫꎬＳｈａｈ ＳＢ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ｔｈｕｍｂ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ｏｒ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Ｊ] . Ｎｅｐａｌ Ｍｅｄ Ｃｏｌｌ Ｊꎬ２０１３ꎬ１５
(２):１２２￣１２４.

[４] Ｇｉｕｇａｌｅ ＪＭꎬＦｏｗｌｅｒ ＪＲ.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ｆｉｎｇｅｒ: ａｄｕｌｔ ａｎｄ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Ｊ] .Ｏｒｔｈｏｐ Ｃｌ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ꎬ２０１５ꎬ４６(４):５６１￣５６９.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 / ｊ.ｏｃｌ.２０１５.０６.０１４.

[５]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ＨꎬＨａｍａｄａ ＹꎬＴｏｓｈｉｍａ Ｔꎬ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ｔｈｕｍｂ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Ｊ] . Ａｒｃｈ Ｏｒｔｈｏｐ Ｔｒａｕｍａ Ｓｕｒｇꎬ２００１ꎬ１２１
(７):３８８￣３９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４０２００００２４９.

[６] Ｓｈｉｏｚａｗａ ＲꎬＵｃｈｉｙａｍａ ＳꎬＳｕｇｉｍｏｔｏ Ｙꎬ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ｐｌｉｎｔｉｎｇ
ｖｅｒｓｕｓ ｎｏｎｓｐｌｉ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ｆｉｎｇｅｒ [ Ｊ] . Ｊ
Ｈａｎｄ Ｓｕｒｇ Ａｍꎬ２０１２ꎬ３７(６):１２１１￣１２１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 ｊｈｓａ.２０１２.
０３.０３２.

[７] Ｊｕｎｇ ＨＪꎬＬｅｅ ＪＳꎬＳｏｎｇ ＫＳꎬｅｔ ａｌ.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ｔｒｉｇ￣
ｇｅｒ ｔｈｕｍｂ: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ｆｏｒ ｏｖｅｒ ４ ｙｅａｒｓ[Ｊ] .Ｊ Ｈａｎｄ Ｓｕｒｇ Ｅｕｒ Ｖｏｌꎬ２０１２ꎬ
３７(３):２２０￣２２４.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７ / １７５３１９３４１１４２２３３３.

[８] Ｄｕｎｓｍｕｉｒ ＲＡꎬＳｈｅｒｌｏｃｋ ＤＡ.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ｔｈｕｍｂ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 .Ｊ Ｂｏｎ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ｕｒｇ Ｂｒꎬ２０００ꎬ８２(５):７３６￣７３８.ＤＯＩ:１０.
１３０２ / ０３０１￣６２０Ｘ.８２Ｂ５.１０２５０.

[９] Ｆａｒｒ ＳꎬＧｒｉｌｌ ＦꎬＧａｎｇｅｒ Ｒꎬｅｔ ａｌ.Ｏｐｅｎ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ｎ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ｔｈｕｍｂ: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Ｊ] .Ｊ Ｈａｎｄ Ｓｕｒｇ
Ｅｕｒ Ｖｏｌꎬ２０１４ꎬ３９(７):７１９￣７２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７ / １７５３１９３４１４５２３２４５.

[１０] 王春渤ꎬ和予馨ꎬ马世伟.小儿先天性拇指扳机指手术并发症的防

治[Ｊ] .实用手外科杂志ꎬ２０１１ꎬ２５ ( ２):１２９￣１３０.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２７２２.２０１１.０２.０１６.

[１１] Ｍｕｌｐｒｕｅｋ ＰꎬＰｒｉｃｈａｓｕｋ Ｓ.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ｔｈｕｍｂ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 .Ｊ Ｈａｎｄ Ｓｕｒｇ Ｂｒꎬ１９９９ꎬ２３(２):２５５￣２５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Ｓ０２６６￣７６８１(９８)８０１９０￣３.

[１２] Ｂａｅｋ ＧＨꎬＬｅｅ ＨＪ.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ｔｈｕｍｂ:ａ ｓｔｕ￣
ｄｙ ｗｉｔｈ ａ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ｏｆ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Ｊ] .Ｃｌｉｎ Ｏｒｔｈｏｐ Ｓｕｒｇꎬ２０１１ꎬ
３(２):１５７￣１５９.ＤＯＩ:１０.４０５５ / ｃｉｏｓ.２０１１.３.２.１５７.

[１３] Ｓｋｏｖ ＯꎬＢａｃｈ ＡꎬＨａｍｍｅｒ Ａ.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ｔｈｕｍｂ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３７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ｂｅｌｏｗ １５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ａｇｅ[Ｊ] .Ｊ Ｈａｎｄ Ｓｕｒｇ Ｂｒꎬ１９９０ꎬ
１５(４):４６６￣４６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０２６６￣７６８１(９０)９００９２￣Ｉ.

[１４] 朱云开ꎬ陈亚青ꎬ刘卫勇ꎬ等.小儿拇指扳机指超声表现的初步研究

[Ｊ] .中华医学超声杂志ꎬ２０１１ꎬ８(８):１７５９￣１７６５.ＤＯＩ:１０.３８７７ / ｃｍａ.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６４４８.２０１１.０８.０２５.

[１５] 吉士俊ꎬ潘少川ꎬ王继盂.小儿骨科学[Ｍ].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

版社ꎬ１９９９:１３９.
[１６] Ｆｏｒｌｉｎ Ｅꎬ Ｋａｅｔｓｕ ＥＹꎬ ｄｅ 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 ＪＥ.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ｔｈｕｍｂ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ｆｔｅｒ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ｏｆ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Ｊ] .Ｒｅｖ Ｂｒａｓ Ｏｒｔｏｐꎬ２０１２ꎬ４７(４):４８３￣４８７.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Ｓ２２５５￣
４９７１(１５)３０１３３￣６.

[１７] Ｔａｎ ＡＨꎬＬａｍ ＫＳꎬＬｅｅ ＥＨ.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ｔｈｕｍｂ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 .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Ｏｒｔｈｏｐ Ｂꎬ２００２ꎬ１１(３):２５６￣２５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９７ / ０１２０２４１２￣２００２０７０００￣０００１１.

(修回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２９)
(本文编辑:易　 浩)

１８３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第 ３９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７ꎬ Ｖｏｌ. ３９ꎬ Ｎｏ.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