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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膝关节运动损伤性疾病的病因及预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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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儿童膝关节运动损伤性疾病的病因，探索儿童膝关节运动损伤性疾病的诊治和预防。

方法  选取 2013 ～ 2015 年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骨科住院儿童运动损伤患者，对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

性分析。结果  该院住院儿童膝关节运动损伤性疾病患儿总数自 2013 年的 27 例上升至 2015 年的 46 例。主

要疾病构成 ：半月板损伤（44.4%）、髌骨脱位（18.5%）、胫骨髁间嵴撕脱骨折（13.0%）、韧带损伤（9.5%）、

关节软骨损伤（3.6%）以及其他疾病（11.0%）。结论  儿童膝关节运动损伤性疾病人数不断增长，尤以学

龄期儿童多见。低能量损伤为最常见的损伤原因，但高能量损伤可能造成严重的膝关节功能损害，更应引起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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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膝关节运动损伤性疾病越来越常见 [1]。而儿

童膝关节运动损伤性疾病由于其自身发病特点，容易

造成漏诊和误诊。本研究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骨科

2013 ～ 1015 年收治的儿童膝关节运动损伤性患者进

行回顾性分析，旨在研究儿童膝关节运动损伤性疾病

的病因，同时进行成因分析并探讨相应的预防措施，

尽量避免或减少儿童膝关节运动损伤性疾病的发生。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3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于本院骨科收治

的儿童膝关节运动损伤性疾病患儿 108 例（112 膝）， 

其 中 4 例 患 儿 双 膝。 其 中， 男 性 66 例， 女 性 

42 例 ；年 龄 4 ～ 14 岁， 平 均（7.5.±2.6） 岁 ；BMI 

18.5 ～ 26.3kg/m2， 平 均（20.5±2.4）kg/m2。2013 年

收治患儿 27 例，占同年膝关节运动损伤性患者总数

的 3.5%（27/753）。2014 年收治患儿 35 例，占同年

膝关节运动损伤性患者总数的 4.0%（35/861）。2015

年 46 例，占同年膝关节运动损伤性患者总数的 4.6%

（46/997），住院人数和所占同年膝关节运动损伤性患

者总数的百分比呈增长趋势。

1.2    方法

本研究根据患儿的年龄分为 2 组 ：学龄前期组

（3 ～ 6 岁）患儿 15 例，其中男性 9 例，女性 6 例 ；

学龄期组（7 ～ 14 岁）患儿 93 例，其中男性 57 例，

女性 36 例，回顾性分析患儿的性别、疾病构成、发

病因素及变化趋势等。

2    结果

2.1    患儿的疾病构成

以国际疾病分类编码（ICD-10）为标准，对病案

首页中的主要诊断编码进行汇总。其中 ：半月板损伤

48 例（44.4%），外侧盘状半月板损伤 36 例（33.3%）；

髌骨脱位 20 例（18.5%）；胫骨髁间嵴撕脱骨折 14

例（13.0%）；韧带损伤 10 例（9.5%）；关节软骨损伤 

4 例（3.6%）以及其他疾病 12 例（11.0%）。

2.3    患儿损伤的成因分析

损伤因素分为低能量和高能量损伤。低能量损伤

主要为扭伤、跑步等 ；高能量损伤多为车祸伤、自行

车运动、滑板运动及球类运动等。低能量损伤 6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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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其中扭伤最多（65.5%）；高能量损伤 47 例

（43.5%），其中车祸伤最常见（19.4%），其次是自行车

运动 12 例（11.1%）、滑板运动 8 例（7.4%）及球类

运动 6 例（5.6%）。

3    讨论

近年来，儿童进行体育运动的人数越来越多，相

应的运动损伤病例也越来越多见。而欧美发达国家对

儿童运动损伤的研究，积累了宝贵经验 [2-3]。儿童运动

损伤在各年龄阶段均可发生，以 7 ～ 14 岁年龄组发

病率最高，男童发病率约为女童的 1.5 倍，这可能与

男童喜爱运动和冒险有关 [4]。儿童运动损伤以膝关节

最常见，多为轻伤，重伤致残率较低 [5-6]。

由于儿童膝关节运动损伤性疾病有主诉病史不

清晰、临床表现不典型及骨科医师认识不足等原因，

容易延误治疗。同时，儿童骨骼发育尚未成熟，故不

能采用成人的治疗方式来处理，以避免对生长发育的

不利影响 [7]。半月板损伤是本报道中最常见的疾病，

共有 48 例，其中主要是外侧盘状半月板损伤 36 例，

这种半月板在受到股骨和胫骨的旋转挤压时很容易受

伤 ；其次是髌骨脱位（18.5%），多为儿童本身股骨滑

车或髌骨发育异常造成的习惯性脱位 [9]。而胫骨髁间

嵴撕脱骨折、韧带损伤及关节软骨损伤，虽然整体发

病率不高，但不及时规范诊治则很容易造成功能障碍。

现在可供儿童选择的运动方式越来越多，如 ：滑

板、自行车、踢足球、打篮球及武术等。这些运动瞬

间能量大，如无相应保护措施，就可能造成膝关节损

伤。而胫骨髁间嵴撕脱骨折、韧带损伤及关节软骨损

伤多见于高能量损伤，且常有合并伤 [7]。目前，我国

以儿童为主体的运动医学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且我国

学校的体育设施场地不齐备、体育课教学内容安排不

科学及健康教育课程不到位等情况时有发生，加上儿

童自我保护意识淡薄，容易导致儿童运动损伤的发生。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车祸伤（19.4%），主要与儿童理

处于发育成长时期，对周围的危险因素缺乏准确判断、

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及家长监护不力有关 [11]。LAU 等 [12]

认为需要开展社区、学校、家长互相配合对孩童进行

交通安全及自我防护教育，同时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改善学校体育场馆和设施条件、普及体育运动科

学训练方法及进行心理卫生健康教育，尽量减少或避

免儿童运动损伤性的疾病发生。

综上所述，住院儿童膝关节运动损伤性疾病人数

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尤以学龄期儿童最为常见。半月

板损伤、髌骨脱位以及胫骨髁间嵴撕脱骨折是主要病

种。低能量损伤为最常见的损伤原因，但高能量损伤

可能造成严重的膝关节功能损害更应引起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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