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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股骨颈骨折在老年人中的发生率不断上升，成为公共健康问题。本综述论文通

过对21篇关于股骨颈骨折治疗策略及研究进展的论文进行分类与分析，旨在为临床治疗提供指导和改进

对策。文章首先探讨了老年股骨颈骨折的治疗策略及疗效比较，比较了骨折内固定术与半髋关节置换术，

指出各自的优缺点并提供了实证基础。其次，文章对骨折治疗技术及手术疗效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如新

型髋臼四边区解剖锁定接骨板治疗髋臼骨折的临床应用等。此外，文章还涉及了特定类型的骨折或非编

码RNA在骨科领域的研究，如对炎症相关非编码RNA在骨关节炎软骨退变中的作用进行了探究。本综述

为未来股骨颈骨折治疗的发展趋势、策略选择和治疗效果比较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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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ing intensifies, the incidence of femoral neck fractures in the elderly 
is rising, becoming a public health concern. This review paper synthesizes 21 articles on the treatment 
strategies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femoral neck fractures, aiming to guide and improve clinical 
treatments. Initially, the review explores treatment strategies and efficacy comparisons for fem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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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k fractures in the elderly by contrasting internal fixation surgery with hemiarthroplasty, high-
lighting their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with an evidence base. Next, it reviews advancements in 
fracture treatment techniques and surgical outcomes, such as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new ana-
tomical locking plates for treating acetabular fractures. Furthermore, the review covers specific 
types of fractures and non-coding RNA research in orthopedics, such as the role of inflammation-
related non-coding RNAs in cartilage degradation in osteoarthritis. This comprehensive review pro-
vides new perspectives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the future trends, strategy selection, and com-
parative effectiveness in the treatment of femoral neck fra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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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股骨颈骨折是一种常见的创伤性疾病，尤其在老年人群中的发生率较高，因其与死亡率和致残率密

切相关，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临床实践中，治疗股骨颈骨折的策略多样，包括保守治疗、内固定术、半

髋关节置换术等。近年来，研究不断深入，旨在寻找更高效、更安全的治疗方法，以改善患者预后，减少

并发症的风险[1]。 
目前，治疗股骨颈骨折的策略不断优化，每个治疗方法的适应症、优点和局限性逐渐被明确。例如，

老年患者由于骨质疏松等因素，手术治疗的风险和挑战相对较大。现有研究通常关注手术治疗的长远效

果，如骨折的愈合率、患者的运动能力恢复及生活质量的改善等。 
然而，在这一领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首先，骨折愈合过程中如何更好地评估和促进骨质重建，

特别是在老年人群中，这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其次，手术方式的选择往往需要更加个性化，根据患

者的具体情况调整治疗策略。此外，手术后并发症的管理和预防工作也需要进一步强化[2]。 
撰写本文献综述的原因在于，尽管已有大量文献涵盖股骨颈骨折的治疗策略，但对于最新的研究进

展和综合分析尚不足。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归纳、对比和分析，本文旨在为医生和研究人员提供一个全面

的、更新的治疗股骨颈骨折策略的参考，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患者。同时，指出现有治疗手段的问题和不

足之处，可促进未来在此领域的深入研究，进而改善临床治疗效果，减少患者负担。 

1.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 
首先，对股骨颈骨折的治疗策略和研究进展的综合分析将丰富我们对这一常见骨折类型的理论研究

内容。通过评估当前文献中的临床治疗方法，包括内固定术、髋关节置换术、脱位打压植骨术，以及其

它微创技术的效果，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它们在不同患者群体中的适用性和优劣。此外，研究新型治疗

工具如髋臼解剖锁定接骨板和股骨内髓钉，进一步完善了对股骨颈骨折治疗的研究方法，涵盖了从解剖

结构、手术技术、术后康复到长期疗效的全方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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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意义： 
在实际意义上，深入理解股骨颈骨折的治疗策略对于指导临床实践活动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性。例如，

通过对比研究，识别适合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的最优治疗方案，来指导日常医疗实践，提高临床医师在

选择治疗方案时的精准度。同时，本综述相关研究对于发展特定种群(如老年人)骨折治疗的新方法和新理

念具有推动作用，有助于促进医疗技术的创新发展，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此外，探究骨折后康复和骨

质疏松问题，如研究骨髓脂肪化的影响以及草药干预的效果，为进一步推广综合治疗方案及促进医患教

育提供了科学依据。 
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绘制了股骨颈骨折治疗领域能够取得的理论框架，并且针对实际的临床实践

提供了有益的实证研究，为医学界提升股骨颈骨折的治疗结果贡献了力量。 

2. 老年股骨颈骨折的治疗策略及疗效比较 

2.1. 老年股骨颈骨折疗法对比分析 

在老年股骨颈骨折的治疗领域，骨折内固定术与半髋关节置换术为两种主要的手术方法。内固定术

适用于不稳定的股骨颈骨折，通常采用压缩髋螺钉或髓内钉固定技术。半髋关节置换术则适用于无法通

过内固定成功治愈的骨折类型，特别是在骨质疏松症患者中。袁航(2021) [1]的研究对比了这两种手术治

疗后的临床效果，发现半髋关节置换术在疼痛控制和功能恢复方面有更好的短期效果，但也伴随有更高

的手术风险和成本。此外，Masato Kitajima 等人(2021) [3]针对双侧不典型股骨骨折的治疗研究表明，压

缩髋螺钉与髓内钉的固定可以有效地治疗这种类型的骨折。在对股骨颈头部四分之一区域的髓内固定的

研究中，Levent Karapınar 等人(2021) [4]指出，尽管下方后侧四分之一区域被认为不是理想的固定点，但

在临床研究中，选择这一区域进行螺旋刀片固定的方法仍然安全有效。 
这些研究的结论需要以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和术后康复计划为依据来综合考虑。而对于股骨颈骨

折治疗效果的评估，还需要关注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和髋关节功能恢复情况。Arbeloff, Tracy C. (2021) 
[5]的研究显示，中年时期的身体健康状况与大脑结构的完整性具有密切联系，这表明在进行股骨颈骨

折治疗时，应考虑到患者的整体身体健康水平，以确保其术后能有更好的康复效果。综上所述，老年股

骨颈骨折的治疗策略应基于详细的临床评估以及对短期和长期治疗效果的理解，选择最适合患者的手

术方法。 

2.2. 抗旋髓内钉在股骨骨折治疗中的应用 

在老年人群中，股骨颈骨折是一种常见的创伤情况，且对于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存活率具有显著影响。

在治疗这类骨折中，抗旋髓内钉的应用成为了热点之一。对于老年股骨颈骨折，骨折内固定术和半髋关

节置换术是两种主要的治疗手段，其中，髓内钉作为内固定术的一种方式，根据袁航(2021) [1]的研究，

与半髋关节置换术相比，可以减少手术风险并提供稳固的固定，减少复位不良后的并发症。 
进一步地，髓内钉治疗具有操作简便、创伤小、出血量少等优点，这对于老年患者尤其重要。抗旋

髓内钉通过在股骨颈至股骨头内的定位，可以有效阻止骨片之间的旋转，从而加速骨折愈合。如 Kitajima
等(2021) [3]在研究双侧非典型股骨骨折治疗中指出，压缩臀部螺钉和髓内钉固定可以成功地治疗股骨骨

折，显示出良好的稳固性和早期康复的潜力。 
在考虑髓内钉固定位置时，Karapınar 等(2021) [4]的研究揭示了股骨颈-头的四个象限中，下方后象限

也是一个安全的选择，这为术中选择植入位置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他们的临床研究支持了头部四分法

在股骨颈髓内固定中的应用，这一发现提供了对解剖结构安全固定点认知的补充。 
总的来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抗旋髓内钉在老年股骨颈骨折治疗中的应用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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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改善了治疗效果同时降低了手术风险[6]。未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将继续深化，注重实现个体化治疗方

案，以期提高患者的预后质量与生活质量。 

2.3. 影响股骨颈骨折治疗效果的相关因素 

在老年股骨颈骨折治疗效果评估中，多种因素可影响患者的临床结局。治疗效果不仅受手术方法本

身影响，而且与患者的生理及病理状态密切相关。例如，袁航(2021) [1]的研究通过对比骨折内固定术与

半髋关节置换术两种不同手术方式对老年股骨颈骨折治疗的临床效果，发现半髋关节置换术能在一些病

例中提供更为满意的治疗效果，尤其是对于高手术风险的患者。然而，内固定术在特定的患者群体中仍

可能是首选治疗方案。此外，Kitajima 等(2021) [3]关于异常股骨折使用压力髋螺钉和髓内钉固定的治疗

策略也提供了对如何选择合适的内固定器械的见解。在与 Kitajima 等的工作相辅相成的另一研究中，

Karapınar 等(2021) [4]评估了股骨颈–头部四个象限中捻转刀片的髓内固定策略，强调了外科手术中细节

选择的重要性。这表明，对手术细节的深入了解以及患者特异性的考虑可能会对治疗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除了手术方法选择，患者身体的健康和生理状况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Arbeloff 等(2021) [5]的

研究强调了身体适能与大脑结构完整性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指出这对老年患者的治疗效果影响深远，尤

其在考虑生物标记物开发和老化干预时。因此，一个较好的身体健康状况可视为有利的预后因素，可能

有助于加快疗程和提高治疗有效性。综上所述，影响老年股骨颈骨折治疗效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

手术方法、内固定器械的选用、术中操作细节以及患者本身的生理和健康状况。 

3. 骨折治疗技术及手术疗效的研究进展 

在治疗股骨颈骨折方面，手术治疗技术不断进步，其疗效也在持续得到研究验证。近年来的文献显

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进展。Tim Friedrich Raven 等(2021) [7]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他们的报告表

明了人工髓内滑动钉治疗创伤性股骨颈骨折的长期结果。这一疗效评价强调了稳定性与髓内系统匹配的

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治疗方式展现了其对复杂股骨颈骨折的有效性。此外，Seddig M Fallatah
等(2021) [8]报道了一例六岁女孩股骨颈骨折的罕见病例，通过及时的手术干预，展示了对于非典型患者

的治疗策略，这为像年幼患者这样的特殊人群的治疗提供了新见解。 
跨专业学科的研究也在推进股骨颈骨折治疗的发展。Hernandez 等(2021) [9]研究了应用髂筋膜隔室

阻滞对急性髋部骨折患者的影响。这种方法通过减少患者的疼痛，可能优化患者的手术前状态，从而可

能影响至关重要的手术准备与术后恢复。 
在骨折固定技术方面同样有所突破。周润涛等(2021) [10]利用新型髋臼四边区解剖锁定接骨板进行了

髋臼骨折的治疗。初步临床研究证明这种治疗手段有助于实现解剖复位并维持骨折的稳定性。该项研究

为股骨颈骨折及相关联的髋部创伤治疗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 
随着外科技术与骨折管理不断变革，未来治疗策略的研究应集中于个体化治疗计划的制定，以及新

技术和材料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与效果评估，以期实现最佳的治疗效果。 

4. 特定类型的骨折或非编码 RNA 在骨科领域的研究 

4.1. 特定类型骨折的临床治疗研究进展 

在特定类型骨折的治疗研究方面，股骨颈骨折一直是骨科领域的关注重点。近年来，中医药在股骨

颈骨折治疗中的独特作用逐渐受到重视。例如，张浩利等(2024) [11]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分析了现代中医复

方治疗股骨颈骨折的用药规律，发现活血化瘀类中药(如骨碎补、丹参)和补肾壮骨类中药(如杜仲、续断)
在促进骨折愈合和改善骨代谢中具有协同作用。此外，基于“治未病”理论的三维 CT 研究(钟原，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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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揭示了中医药在预防股骨颈骨折后股骨头坏死中的潜在价值，强调通过早期干预调节骨微环境以降

低并发症风险。然而，目前中医药研究仍存在局限性：一是多数研究样本量较小且缺乏长期随访数据；

二是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需结合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进一步验证。Henrik C Backer 等(2021) [13]针对

股骨近端骨折的流行病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该类型骨折的发生率有显著上升趋势。

与此同时，该类型的骨折往往需要通过手术干预来恢复骨质与功能。具体治疗方法的选择因患者年龄、

骨折类型和骨质疏松程度而异[14]。黄佳兴(2021) [15]比较了外科脱位打压植骨术与髓芯减压腓骨支撑术

治疗 ARCOIII 期股骨头坏死的效果，研究表明，两种方法各有利弊，且需根据具体病情做出合理选择。 
在炎症相关非编码 RNA 研究方面，汤苏安(2021) [16]探讨了其在骨关节炎软骨退变中的作用，这为

理解骨质疏松与股骨颈骨折的复杂发病机制提供了新的线索。此外，骨髓脂肪化与脂毒性关系密切，甘

东浩(2021) [17]通过研究骨碎补及其复方对骨质疏松的干预作用，有望开辟股骨颈骨折治疗新的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前述研究为临床提供了治疗股骨颈骨折的新思路与方法，但这些结果仍需在更

大规模临床试验中得到验证。未来的研究应注重治疗方法的长期疗效和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以及研究

如何减少骨折后患者的再骨折风险。因此，整合临床治疗与基础研究成果，确保早期诊断和治疗策略的

个体化，是今后股骨颈骨折治疗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4.2. 非编码 RNA 在骨质疏松与关节退变中的作用 

在骨质疏松与关节退变的病理机制中，非编码 RNA (ncRNA)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汤苏安(2021) 
[16]的研究揭示了炎症相关 ncRNA 在软骨退变中的关键作用，但这些发现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ncRNA
的调控网络高度复杂，其在不同细胞类型和病理阶段中的表达具有异质性，可能限制其作为治疗靶点的

普适性；其次，目前研究多基于动物模型或体外实验，临床转化仍需克服递送效率、靶向特异性及安全

性等问题[18]；此外，ncRNA 与表观遗传调控的交互作用尚未完全明确，需更多跨组学研究整合基因组、

转录组和表观组数据以全面解析其机制。未来研究应聚焦于开发 ncRNA 特异性递送载体，并开展多中心

临床试验以验证其治疗潜力。近期研究揭示了骨髓脂肪化与脂毒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对骨质疏松的发展具

有显著影响，特别是在骨组织的代谢异常和机械稳定性损害中(甘东浩，2021) [17]。在这些研究中，非编

码 RNA 通过调控靶基因的表达来影响脂肪细胞与成骨细胞的分化平衡，进而影响骨质的密度与质量。 
另一方面，关节退变中，炎症相关非编码 RNA 的表达改变与软骨细胞的退变性变化密切相关(汤苏安，

2021) [16]。通过对炎症过程中的转录调控网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了若干关键的非编码 RNA，它们可以作

为潜在的治疗靶点，对于抑制或逆转关节软骨退变具有潜在价值。这些非编码 RNA 通过影响细胞外基质合

成、分解酶的活性以及细胞因子和化学因子的释放来调节关节软骨的稳态，进而影响关节的功能。 
在股骨颈骨折的治疗中，对这些非编码 RNA 的研究有助于指导临床治疗策略的选择和优化，并可能

导致新的治疗方法的发展。尽管这一领域仍处于初步研究阶段，未来的研究有望揭示更多非编码 RNA 在

骨质疏松和关节退变中的角色，为治疗这些骨科疾病提供新的思路。 

4.3. 髋部骨折及股骨头坏死的治疗策略比较 

髋部骨折和股骨头坏死是骨科领域中常见的疾病，它们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治疗策

略的选择也至关重要。在髋部骨折的治疗中，一种主流的治疗方法是外科植骨手术，在这方面的实证研

究表明，外科脱位打压植骨术可以有效治疗 ARCOIII 期股骨头坏死，与髓芯减压腓骨支撑术比较，脱位

打压植骨术的疗效更加显著(黄佳兴，2021) [15]。此外，针对股骨颈骨折的治疗，骨髓脂肪化介导脂毒性

可能是导致骨质疏松和骨折的关键因子，而针对这一问题，骨碎补及其复方的干预措施显示出良好的治

疗潜力(甘东浩，202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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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股骨颈骨折的治疗策略正在不断研究和发展当中。有研究提出，炎症相关非编码 RNA 可

能在骨关节炎软骨退变中发挥作用，表明非编码 RNA 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骨科疾病的分子机制具有重

要价值(汤苏安，2021) [16]。此类研究也为未来开发新的治疗股骨颈骨折的策略提供了潜在的分子靶标。 
在治疗髋部骨折方面，流行病学研究亦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对股骨近端骨折流行病学的分析揭示了

显著的年龄、性别和地理差异，并强调了预防措施和定制治疗策略的重要性(Henrik C Backer 等，2021) 
[13]。总的来看，为了提高股骨颈骨折治疗的效果，医学界必须综合考虑各类研究的进展，并在此基础上

调整和优化治疗方案。 

5. 结论 

5.1. 研究现状的总结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增强，老年股骨颈骨折作为一个临床常见而且重要的问题，其研究逐渐深入

和扩展。当前的研究表明，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的策略主要包括保守治疗、手术治疗的多种方式，如骨

折内固定术、半髋关节置换术等[19]。治疗选择通常依据患者年龄、骨折类型、合并症、以及患者预期寿

命和活动水平来决定。 
在手术治疗方面，内固定术和关节置换术是两种主要的干预措施。内固定术，特别是抗旋髓内钉的

使用，因其微创和保留患者自有髋部的优点而受到关注，但对于并发症如非骨化或股骨头坏死等仍需进

一步研究以减少其发生率。另一方面，关节置换术，在提供较好的疼痛控制和快速功能恢复方面显著，

但这种方法的并发症包括假体松动、感染以及需要进行再次手术。 
除去传统的手术方法，有关骨折治疗技术和手术疗效的研究也在不断进展。例如，髋臼四边区解剖

锁定接骨板的应用，提供了一种新型的髋臼骨折治疗手段，而在非编码 RNA 的研究方面，其在骨质疏松

及关节退变中的作用被逐步揭示，为潜在的治疗策略提供了新思路。 
综上所述，当前老年股骨颈骨折的治疗策略以及研究进展显示了多样化的治疗方法及其针对不同病

情的适用性。当前研究仍存在以下局限：非编码 RNA 研究的临床转化滞后，多数成果局限于基础研究阶

段；中医药治疗的循证医学证据不足，亟需标准化研究设计和高质量 RCT 支持；个体化治疗策略的制定

缺乏系统性框架，尚未建立基于生物标志物的精准决策模型。未来的研究需要针对长期疗效，以及如何

减少并发症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进一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新兴技术和生物学研究的成果也

很可能为老年股骨颈骨折的治疗提供更新的方向。 

5.2. 研究趋势与前景 

在股骨颈骨折的治疗领域，未来研究的趋势与前景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最小侵入性手术技术：当前的研究正在朝向进一步减少手术创伤，缩短恢复时间的方向发展。未

来可能出现更多基于微创理念的手术方法，例如使用更小的切口以及发展更加精准的手术导航系统。 
2) 生物材料的研发：在骨折治疗中，生物兼容性强且能促进骨髓生成的材料将会是研究的热点。创

新的生物材料，如生物活性玻璃和自体成骨细胞等，将在固定装置和骨折愈合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3) 个体化治疗方案：随着精准医疗的发展，未来治疗股骨颈骨折可能将越来越注重患者的个体差异。

基于患者特定的生物标志物、遗传特性及其它健康参数，医生能够制定更符合个体需求的治疗方案。 
4) 再生医学：利用干细胞技术和组织工程学，未来可能会开发出能够促进骨折修复和骨质再生的新

疗法。相对于传统的金属内固定，这些方法有望提供更为自然和长期的解决方案。 
5) 数据驱动的治疗决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或将使诊断和治疗变得更加客观和高效。

通过数据分析，在治疗前能更准确地预测疗效及风险，从而为患者提供最合适的干预措施[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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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随访和远程监测：随着移动健康(mHealth)技术的发展，通过智能设备进行的长期随访和病情监测

可能成为常态。远程监测不仅可以提供实时的病情更新，还有助于指导后期的康复锻炼，从而提高患者

的整体康复质量。 
这些研究趋势预示着，未来的治疗方法将更加综合、个体化以及智能化，大大提升股骨颈骨折患者

的生活质量及治疗效果。 

5.3. 对今后研究的建议 

在股骨颈骨折的治疗策略和研究进展方面，我们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1) 强化多中心和国际合作研究，获取跨人群和地域的大样本数据，以深入探讨不同人群(如年龄、性

别、种族和共病情况)和不同治疗方法(如内固定与关节置换术)的临床效果和长期疗效。 
2) 进行随机对照试验(RCTs)，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同时使用统一标准的测量指标和

评估方法，增强结果的可比性。 
3) 探讨个体化治疗策略，评估单个患者的风险因素，如骨密度、生活质量、骨折愈合速度等，并基

于此开发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4) 对于新兴治疗技术和手术疗法的长期疗效和并发症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如使用生物材料和 3D 打

印技术进行骨折修复[21]。 
5) 研究非编码 RNA 在股骨颈骨折愈合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和潜在治疗机制，开发针对性的治疗药物

或疗法。 
6) 加强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的结合，深化对骨折愈合机制的认识，为临床治疗提供更多理论支持。 
7) 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进行骨折治疗结果的预测模型研建，帮助临床医生进行决策。 
8) 加强患者教育和术后康复，研究不同康复方案对功能恢复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提供个性化的康复

建议。 
9) 加强中医药机制研究：利用类器官模型和单细胞测序技术揭示中药促进骨折愈合的分子机制，推

动“病证结合”研究范式。 
10) 促进跨学科合作：联合材料科学、生物工程与临床医学，开发兼具力学支撑与生物活性的智能植

入材料(如 3D 打印仿生骨支架)。 
通过实现以上建议，未来研究将能够为个体化、精准和全面的股骨颈骨折治疗提供更加坚实的科学

依据，并促进患者康复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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