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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定位钻孔的骨折复位钳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定位钻孔的骨折复位

钳，所述骨折复位钳具有一对利用铰接轴形成铰

接的钳叶，钳叶的前端为钳头，钳叶的尾部连接

有手柄；其特征是：将所述铰接轴设置为具有轴

向通孔的筒体形式，所述钳头设置为“L”形弯头，

利用所述“L”形弯头的钳头钳制骨折远端，使钳

叶保持为与骨面平行的状态，以所述轴向通孔为

固定钻孔位，钻头能够通过轴向通孔直接朝向骨

面施钻并形成钻孔。本发明使得在骨科包括儿童

四肢、成人小长骨、胸科肋骨骨折的开放复位手

术时，能够将复位、稳定和放置内固定装置统一

在一个器械中完成，从而确保复位效果、简化手

术过程。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2页

CN 106388905 B

2019.08.16

CN
 1
06
38
89
05
 B



1.一种可定位钻孔的骨折复位钳，所述骨折复位钳具有一对利用铰接轴(4)形成铰接

的钳叶(1)，钳叶(1)的前端为钳头(2)，钳叶(1)的尾部连接有手柄(3)；其特征是：将所述铰

接轴(4)设置为具有轴向通孔(5)的筒体形式，所述钳头(2)设置为“L”形弯头，利用所述“L”

形弯头的钳头(2)钳制骨折远端，使钳叶(1)保持为与骨面平行的状态，以所述轴向通孔(5)

为固定钻孔位，钻头能够通过轴向通孔(5)直接朝向骨面施钻并形成钻孔；设置由移动标尺

(9)和标尺座(8)构成的定位尺，所述标尺座(8)是以其底面凸伸的固定轴(8a)插入在所述

轴向通孔(5)中，使标尺座(8)与骨面呈平行的状态，所述移动标尺(9)是带有刻度标识的直

尺，移动标尺(9)限位在标尺座(8)中，并能在所述标尺座(8)中作直线滑移；在所述移动标

尺(9)的一端设置移动定位孔(9a)，钻头(7)能够通过所述移动定位孔(9a)朝骨面一侧施钻

并形成另一钻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定位钻孔的骨折复位钳，其特征是：所述标尺座(8)是以固

定轴(8a)为中心，在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长条状的通槽(8b)，移动标尺(9)与标尺座(8)为

双向配合，所述双向配合是指移动定位孔(9a)可以与左右两侧通槽(8b)中的任一侧相配

合，钻头(7)通过移动定位孔(9a)及标尺座(8)上相应一侧的通槽(8b)朝向骨面施钻。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定位钻孔的骨折复位钳，其特征是：在所述移动标尺(9)的

底面有凸伸的圆柱筒(9b)，所述圆柱筒(9b)与移动定位孔(9a)相贯通形成钻头导向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定位钻孔的骨折复位钳，其特征是：所述标尺座(8)是以相

互平行的一对轨道形成轨槽，所述移动标尺(9)限位在所述轨槽中，并能沿轨槽直线滑移。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定位钻孔的骨折复位钳，其特征是：将所述移动标尺(9)中

移动定位孔(9a)的中心位置设置为“0”刻度位，移动标尺(9)上的刻度标识自“0”刻度位起

朝向移动标尺(9)的另一端设置，在所述标尺座(8)上对应于固定轴(8a)的中心位置设置有

用于指示移动标尺(9)移动距离的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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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定位钻孔的骨折复位钳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骨折手术辅助器具，更具体地说尤其是一种应用在骨科包括儿童四

肢、成人小长骨；胸科肋骨骨折的开放复位以及小切口微创复位手术中的骨折复位钳。

背景技术

[0002] 在骨科儿童四肢、成人小长骨、胸科肋骨骨折的开放复位手术中，因受手术视野和

创面暴露所限，骨折复位后常常需要在临时稳定的情况下(如采用克氏针进行临时固定)放

置内固定材料，但实际操作中两者的动作常常纠缠一起十分不便，并因此影响了复位效果，

延长了手术时间。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是为避免上述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可定位钻孔的骨折复

位钳，以使得在骨科儿童四肢、成人小长骨、胸科肋骨骨折的开放复位手术时，能够将复位、

稳定和放置内固定装置统一在一个器械中完成，从而达到强化复位效果和简化手术过程的

发明目的。

[0004] 本发明为解决技术问题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本发明可定位钻孔的骨折复位钳，具有一对利用铰接轴形成铰接的钳叶，钳叶的

前端为钳头，钳叶的尾部连接有手柄；其结构特点是：将所述铰接轴设置为具有轴向通孔的

筒体形式，所述钳头设置为“L”形弯头，利用所述“L”形弯头的钳头钳制骨折远端，使钳叶保

持为与骨面平行的状态，以所述轴向通孔为固定钻孔位，钻头能够通过轴向通孔直接朝向

骨面施钻并形成钻孔。

[0006] 本发明可定位钻孔的骨折复位钳的结构特点也在于：设置由移动标尺和标尺座构

成的定位尺，所述标尺座是以其底面凸伸的固定轴插入在所述轴向通孔中，使标尺座与骨

面呈平行的状态，所述移动标尺是带有刻度标识的直尺，移动标尺限位在标尺座中，并能在

所述标尺座中作直线滑移；在所述移动标尺的一端设置移动定位孔，钻头能够通过所述移

动定位孔朝骨面一侧施钻并形成另一钻孔。

[0007] 本发明可定位钻孔的骨折复位钳的结构特点也在于：所述标尺座是以固定轴为中

心，在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长条状的通槽，移动标尺与标尺座为双向配合，所述双向配合是

指移动定位孔可以与左右两侧通槽中的任一侧相配合，钻头通过移动定位孔及标尺座上相

应一侧的通槽朝向骨面施钻。

[0008] 本发明可定位钻孔的骨折复位钳的结构特点也在于：在所述移动标尺的底面有凸

伸的圆柱筒，所述圆柱筒与移动定位孔相贯通形成钻头导向孔。

[0009] 本发明可定位钻孔的骨折复位钳的结构特点也在于：所述标尺座是以相互平行的

一对轨道形成轨槽，所述移动标尺限位在所述轨槽中，并能沿轨槽直线滑移。

[0010] 本发明可定位钻孔的骨折复位钳的结构特点也在于：将所述移动标尺中移动定位

孔的中心位置设置为“0”刻度位，移动标尺上的刻度标识自“0”刻度位起朝向移动标尺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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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设置，在所述标尺座上对应于固定轴的中心位置设置有用于指示移动标尺移动距离的

指针。

[0011] 临床上在使用复位钳进行骨折断端复位时，是以钳口钳住骨折远端实施复位，若

是随后松懈复位钳，则将使复位失败；但若保持复位钳的复位状态，则会对后续操作形成极

大的干扰，因视野或因其它操作器械被遮挡而无法正常进行。本发明的应用，是在不松懈的

情形下、不更换器械、直接以复位钳上过孔对应于骨折近端内固定物的钻孔位，在保持复位

钳不松懈的前提下实施钻孔，以及利用钻孔进行钢板或螺钉的固定，大大简化了手术过程。

与已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有益效果体现在：

[0012] 1、本发明的应用可以使得在骨科儿童四肢、成人小长骨；胸科肋骨骨折的开放复

位手术时，将复位、稳定和放置内固定装置统一在一个器械中完成，可以有效地强化复位效

果，简化手术过程，大大缩短手术时间。

[0013] 2、本发明使复位动作和临时固定动作更加连贯，进而使骨折复位可靠性更好，简

化手术程序，使手术时间缩短的同时也减少了出血量和切口感染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使用状态平面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使用状态立面示意图；

[0017] 图4a和图4b分别为本发明中标尺座的平面示意和侧视示意图；

[0018] 图5a和图5b分别为本发明中移动标尺的平面示意和侧视示意图；

[0019] 图6为本发明为标尺座与移动标尺滑动配合示意图；

[0020] 图中标号：1钳叶，2钳头，3手柄，4铰接轴，5通孔，6a骨折远端，6b骨折近端，7钻头，

8标尺座，8a固定轴，8b通槽，8c轨道，8d指针，9移动标尺，9a移动定位孔，9b圆柱筒。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参见图1、图2和图3，本实施例中可定位钻孔的骨折复位钳具有一对利用铰接轴4

形成铰接的钳叶1，钳叶1的前端为钳头2，钳叶1的尾部连接有手柄3。

[0022] 本实施例将铰接轴4设置为具有轴向通孔5的筒体形式，钳头2设置为“L”形弯头，

在骨科小长骨、胸科肋骨骨折的开放复位手术中，利用“L”形弯头的钳头2钳制骨折远端，使

钳叶1保持为与骨面平行的状态，以轴向通孔5为固定钻孔位，钻头能够通过轴向通孔5直接

朝向骨面施钻并形成第一钻孔。

[0023] 四肢长骨骨折，肋骨骨折为临床上常见骨折，部分患者需手术复位治疗。手术包括

开放复位、微创复位固定和外固定支架固定，在这一复位过程中，都需要一个辅助的临时的

固定手段，本实施例中给出的复位钳即为这一固定手段的辅助工具，使其复位和固定过程

能得到有序且有效的衔接，减免了中间过程，让手术变得更加简洁且迅速有效。

[0024] 为了实现多孔定位，本实施例中设置由移动标尺和标尺座构成的定位尺。

[0025] 如图4a和图4b所示，标尺座8是以其底面凸伸的固定轴8a插入在复位钳上铰接轴4

中的轴向通孔5中，使标尺座8与骨面呈平行的状态，移动标尺9是带有刻度标识的直尺，移

动标尺9限位在标尺座8中，并能在标尺座8中作直线滑移；在移动标尺9的一端设置移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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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孔9a，移动定位孔9a为贯穿移动标尺厚度的轴向通孔，钻头7能够通过移动定位孔9a朝骨

面一侧施钻并形成另一钻孔。

[0026] 图4a所示的标尺座8是以固定轴8a为中心，在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长条状的通槽

8b，移动标尺9与标尺座8为双向配合，双向配合是指移动定位孔9a能够与左右两侧通槽8b

中的任意一侧通槽相配合，钻头7通过移动定位孔9a及标尺座8上相应一侧的通槽8b朝向骨

面施钻。

[0027] 图5a和图5b所示的移动标尺9的底面有凸伸的圆柱筒9b，圆柱筒9b与移动定位孔9

相贯通形成钻头导向孔，有利于钻头在孔位上准确施钻。

[0028] 图6所示标尺座8是以相互平行的一对轨道8c形成轨槽，移动标尺9限位在轨槽中，

并能沿轨槽直线滑移。

[0029] 为了能够准确移动标尺9在标尺座8上的移动距离，将移动标尺9中移动定位孔9a

的中心位置设置为“0”刻度位，移动标尺9上的刻度标识自“0”刻度位起朝向移动标尺9的另

一端设置，在标尺座8上，对应于固定轴8a的中心位置设置有用于指示移动标尺9移动距离

的指针8d，图4a所示；读取指针所指的移动标尺9上的刻度值，即可获知移动标尺9的移动距

离，通过移动标尺9的移动，准确设置移动定位孔9a的位置，进而逐一形成其它各钻孔；在这

一过程中，始终保持复位钳为如图2所示的钳制复位状态；

[0030] 按图2和图3所示的复位状态，利用移动标尺9与标尺座8之间的双向配合，当移动

标尺9上移动定位孔9a处在标尺座8的左侧时，移动定位孔9a即可在骨折近端6b进行定位，

并且通过滑移移动标尺9在标尺座8上的位置可以获得骨折近端6b上的多孔定位；当将移动

标尺9调转180度，使移动定位孔9a处在标尺座8的右侧时，移动定位孔9a即可在骨折远端6a

进行定位，同样，通过滑移移动标尺9在标尺座8上的位置可以获得骨折远端6a上的多孔定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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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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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

图5a

图5b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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