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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股骨头坏死局部自动持续给药支撑棒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股骨头坏死局部自

动持续给药支撑棒，包括棒体，棒体包括球状棒

头和螺纹棒尾，所述棒体内为中空腔体，所腔体

前半部分设有载药腔，球状棒头上设有螺纹孔，

所述螺纹孔内设有头端螺帽，所述球状棒头四周

设有多个出药口，所述出药口上设有封堵料，棒

体尾端内侧设有钉尾封堵螺栓，钉尾封堵螺栓上

设有压缩弹簧固定螺母，所述棒体内腔后端设有

推药活塞，所述推药活塞上设有压缩弹簧。本实

用新型能够使坏死股骨头在得到支撑棒机械支

撑的同时，持续在股骨头坏死区域释放抑制骨破

坏药物，减缓股骨头坏死区域坏死骨质的吸收，

给股骨头修复提供充足的时间，最终治愈股骨头

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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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股骨头坏死局部自动持续给药支撑棒，包括棒体（2），棒体（2）包括球状棒头

（11）和螺纹棒尾（12），其特征在于所述棒体（2）内为中空腔体，腔体前半部分设有载药腔

（8），球状棒头（11）上设有螺纹孔（13），所述螺纹孔（13）内设有头端螺帽（3），所述球状棒头

（11）四周设有多个出药口（4），所述出药口（4）上设有封堵料（10），棒体（2）尾端内侧设有钉

尾封堵螺栓（6），钉尾封堵螺栓（6）上设有压缩弹簧固定螺母（5），所述棒体（2）内腔后端设

有推药活塞（9），所述推药活塞（9）上设有压缩弹簧（7），压缩弹簧（7）一端与钉尾封堵螺栓

（6）固定连接，另一端与推药活塞（9）的推头固定连接，推药活塞（9）与压缩弹簧固定螺母

（5）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股骨头坏死局部自动持续给药支撑棒，其特征在于所述推

药活塞（9）呈T字形，并与棒体（2）内腔相匹配，推药活塞（9）柄部尾端设有螺纹，并与压缩弹

簧固定螺母（5）螺纹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股骨头坏死局部自动持续给药支撑棒，其特征在于所述

钉尾封堵螺栓（6）外侧设有螺纹，并与棒体（2）尾部内螺纹相匹配。

4.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股骨头坏死局部自动持续给药支撑棒，其特征在于所述

头端螺帽（3）和封堵料（10）均为PLGA可吸收材料。

5.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股骨头坏死局部自动持续给药支撑棒，其特征在于所述

棒体（2）外侧面喷涂有掺锶羟基磷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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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股骨头坏死局部自动持续给药支撑棒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设备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涉及一种股骨头坏死局部自动持续

给药支撑棒。

背景技术

[0002] 股骨头坏死是临床常见的疾病，如果不进行治疗，85%以上的股骨头关节面会发生

塌陷，导致患者疼痛及残疾，最终需要进行关节置换术，虽然随着关节置换技术的进步，人

工关节的寿命大大延长，但由于股骨头坏死多为青壮年患者，活动量大，导致关节置换远期

失败率较高。因此股骨头坏死在股骨头破坏前采取措施保住自身的股骨头是目前骨科医师

努力的方向。目前对早期股骨头坏死治疗应用较多的是钻孔减压，植骨及支撑棒（钽棒、自

体或异体支撑骨）支撑负重区的方式进行治疗，在手术过程中需要对死骨进行清除后再充

填支撑塌陷或坏死的股骨头支撑植入件。但由于股骨头坏死区域及范围多种多样，而目前

采用的股骨头支撑棒只能对股骨头进行局部支撑，未支撑的股骨头坏死部分骨质仍在继续

破坏，导致部分股骨头坏死患者虽然进行了股骨头支撑手术，但骨质破坏速度仍然大于修

复速度，股骨头强度仍然进行性下降，最终导致股骨头塌陷，需要进行髋关节置换。而全身

应用抑制骨吸收药物则因股骨头缺血后血运差而无法到达病变区域。一次性股骨头内局部

用药由于药物作用时间短暂，无法有效抑制股骨头骨质破坏。总之，传统结构的股骨头支撑

棒手术成功率较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提供了一种股骨头坏死局部自动持续给药支撑

棒。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一种股骨头坏死局部自动持续给药支撑

棒，包括棒体，棒体包括球状棒头和螺纹棒尾，所述棒体内为中空腔体，腔体前半部分设有

载药腔，球状棒头上设有螺纹孔，所述螺纹孔内设有头端螺帽，所述球状棒头四周设有多个

出药口，所述出药口上设有封堵料，棒体尾端内侧设有钉尾封堵螺栓，钉尾封堵螺栓上设有

压缩弹簧固定螺母，所述棒体内腔后端设有推药活塞，所述推药活塞上设有压缩弹簧，压缩

弹簧一端与钉尾封堵螺栓固定连接，另一端与推药活塞的推头固定连接，推药活塞与压缩

弹簧固定螺母连接；

[0005] 所述推药活塞呈T字形，并与棒体内腔相匹配，推药活塞柄部尾端设有螺纹，并与

压缩弹簧固定螺母螺纹连接；

[0006] 所述钉尾封堵螺栓外侧设有螺纹，并与棒体尾部内螺纹相匹配；

[0007] 所述头端螺帽和封堵料均为PLGA可吸收材料；

[0008] 所述棒体外侧面喷涂有掺锶羟基磷灰石。

[000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是一种结构简单、操作简便的医用股骨头

支撑棒，能够使坏死股骨头在得到支撑棒机械支撑的同时，持续在股骨头坏死区域释放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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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骨破坏药物，减缓股骨头坏死区域坏死骨质的吸收，给股骨头修复提供充足的时间，最终

治愈股骨头坏死。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实用新型图1的剖面示意图；

[0012]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尾部结构示意图；

[0013]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应用示意图，股骨头内黑色圆圈代表股骨头负重区，是股骨头

坏死最容易塌陷的部位，也是本实用新型抗骨吸收药物扩散的预期范围。

[0014] 零件说明：1、尾端螺纹，2、棒体，3、头端螺帽，4、出药口，5、压缩弹簧固定螺母，6、

钉尾封堵螺栓，7、压缩弹簧，8、载药腔，9、推药活塞，10、封堵料，11、棒头，12、棒尾，13、螺纹

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为了更好地理解与实施，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一种股骨头

坏死局部自动持续给药支撑棒，支撑棒的外观与传统股骨头支撑棒相似，由棒体2、球状棒

头11和带有粗螺纹的棒尾12组成。棒头11呈半球形，头端有带有螺纹孔13，用于向载药腔加

入骨吸收抑制剂（唑来膦酸注射液），加药完成后可由PLGA制成的可吸收头端螺帽3封闭，以

防药液在操作过程中流出。棒体头侧有多个槽型出药口4，支撑棒植入体内前出药口4由在

体内可吸收的PLGA材料封堵，以防药液在操作过程中流出。棒尾外侧面有粗螺纹，可将支撑

棒拧入股骨头内，增加支撑棒的牢固性，防止脱出，支撑棒外侧面喷涂掺锶羟基磷灰石，有

利于远期支撑棒与股骨头融合，锶元素可促进股骨头内成骨。

[0016] 支撑棒棒体2内部中空，内壁高度抛光，有利于推药活塞9无摩擦活动，推药活塞呈

“T”形，体部与支撑棒内腔相匹配，柄部尾端有螺纹，可以与压缩弹簧固定螺母5相连接，使

压缩弹簧7处于最大压缩状态，钉尾封堵螺栓6外面有螺纹，可以与支撑棒内壁尾部内螺纹

匹配，钉尾封堵螺栓6固定后，作为压缩弹簧7向前推送推药活塞9的着力点，钉尾封堵螺栓6

中央有孔，供压缩弹簧固定螺母5的体部通过并与推药活塞9通过螺纹相连，压缩弹簧位于

推药活塞和钉尾封堵螺栓之间，压缩弹簧7一端与钉尾封堵螺栓6固定连接，另一端与推药

活塞9的推头固定连接。

[0017] 具体地，透视下打入导针，使导针位置位于股骨头支撑棒的中心，导针头端位于股

骨头负重区中心。用比支撑棒直径小1mm的环锯钻孔并取出骨柱，拧下股骨头支撑棒头端

PLGA材质的头端螺帽3，在股骨头支撑棒载药腔8中加满唑来膦酸注射液后将PLGA头端螺帽

3拧入螺纹孔13。将股骨头支撑棒打入股骨头，尾端螺纹部分需要拧入。透视证实股骨头支

撑棒位置良好。拧下压缩弹簧固定螺母5，释放推药活塞9，推药活塞9在压缩弹簧7的作用下

向前推进，造成载药腔8内液体药物压力升高，当出药口4的PLGA封堵料10被快速吸收后，载

药腔8内的唑来膦酸注射液在压力作用下逐渐向股骨头负重区周围扩散。由于股骨头内组

织有一定阻力，药液不会短时间全部释放，而是逐渐向出药口周围逐渐扩散。股骨头内高浓

度的唑来膦酸可强力抑制破骨细胞，抑制坏死股骨头内的骨质快速破坏，从而减少股骨头

坏死后股骨头发生塌陷的风险，为坏死骨的修复争取时间，最大限度提高股骨头坏死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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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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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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