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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侧发育性髋关节脱位患儿早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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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单侧发育性髋关节脱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ｐ，ＤＤＨ）患儿早期进行Ｐｅｍｂｅｒｔｏｎ截骨术
（Ｐｅｍｂｅｒｔｏｎ’ｓ ｐｅｒｉｃａｐｓｕｌａｒ ｏｓｔｅｏｔｏｍｙ，ＰＰＯ）后的足底压力变化情况，为患者的手术治疗和康复提供有参考价值的生
物力学结果。方法　 选取１８名４岁前已行ＰＰＯ的单侧ＤＤＨ患儿作为实验组，同时以１８名同年龄健康儿童作为
对照组，采用Ｆｏｏｔｓｃａｎ足底压力测试系统进行动态足底压力测试。通过比较实验组与对照组足底各分区接触面
积百分比（ＣＡ％）、压强时间积分（ＰＴＩ）和站立相各分期时间百分比（ＣＴ％），评估行走状态下患者足底压力的变
化。结果　 与对照组和患者健肢相比，患肢在第２ ～ ５趾区ＰＴＩ较高，在足跟内侧区ＰＴＩ较低。与健肢和对照组相
比，患肢第４、５跖骨区ＣＡ％较大，而第１、２跖骨区ＣＡ％较健肢小。与健肢和对照组相比，患肢前足离地期ＣＴ％增
大，足跟着地期ＣＴ％减少，且总的触地时间更短。结论　 ＤＤＨ患者在早期进行ＰＰＯ后足底压力存在残余异常，临
床中还需要长时间的强化康复治疗来矫正患者异常的足底压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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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育性髋关节脱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ｐ，ＤＤＨ）涵盖一系列髋关节发育异常的疾病，
病变可发生于髋臼，也可发生于股骨头，更可两者皆
有［１］；严重程度涵盖轻微髋臼发育不良到不可逆的
髋关节脱位［２］。目前各国报道的ＤＤＨ发病率不尽
相同［３６］，可能存在种族及地理差异。我国一直缺乏
准确的ＤＤＨ发病率数据，但有报道称在国内儿童骨
科疾病谱中，ＤＤＨ是导致肢体畸形最多的疾病［７］。
对于ＤＤＨ患儿，有学者认为４岁以前进行外科干预
可取得满意的临床及影像学结果［８９］，医学界也普遍
认可早期手术的必要性，但有关早期手术的年龄上
限仍存在争议［１０］。

Ｐｅｍｂｅｒｔｏｎ截骨术（Ｐｅｍｂｅｒｔｏｎ’ｓ ｐｅｒｉｃａｐｓｕｌａｒ
ｏｓｔｅｏｔｏｍｙ，ＰＰＯ）由Ｐｅｍｂｅｒｔｏｎ 在１９６５ 年首次介
绍［１１］，属不完全截骨术，是目前最为流行的治疗
ＤＤＨ的手术方法之一，已有学者从临床症状改善和
影像学纠正等方面报道了ＰＰＯ手术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１２１３］。但是，仍有学者报道了ＰＰＯ术后ＤＤＨ
患儿与同年龄对照组相比存在步态异常，进而引起
下肢功能受限甚至导致再次手术［１４１８］。先前的步
态研究大多聚焦于下肢关节的运动学和动力学参
数，有关ＰＰＯ术后单侧ＤＤＨ患者的足底压力分布
特点还鲜有报道。足底压力分析系统能够提供动态
运动中全足各区域与地面接触与负载情况的详细信
息，有助于评估术后患者的恢复情况，更有针对性地
监测存在足部疼痛和损伤等风险的足底区域，更好
地理解ＤＤＨ患者在ＰＰＯ术后的步态特点，从而更
加科学谨慎地选择手术方式及制定术后康复方案。

本文旨在客观评估单侧ＤＤＨ患者在ＰＰＯ术后
足底压力的分布特点。假设尽管患者在随访结束时
取得了满意的临床及影像学结果，但与对照组相比，
患者仍显示出残留的足底压力异常。这种差异既体

现在患者患肢与对照组之间，也体现在患者健肢与
对照组、患肢与健肢之间。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设定实验组（ＰＰＯ组）和对照组。ＰＰＯ组对象
为纳入西京医院骨科收治的经切开复位、ＰＰＯ及股
骨旋转截骨治疗的单侧ＤＤＨ患儿１８名（女１６名，
男２名），手术年龄为（２９． ７２ ± ９． ３７）月，随访时间
为（７０． ７８ ± ２７． ４７）月。所有受试患儿均无下肢疼
痛、结缔组织疾病和其他关节异常，除上述手术外无
其他手术史。采集患儿术前和步态检测前的影像学
数据，包括髋臼指数、中心边缘角以及颈干角；同时，
所有患儿均在术前及步态检测前完成一份Ｈａｒｒｉｓ髋
关节评分量表（满分１００分）。选取１８名同年龄健
康儿童作为对照组，入组条件为无退行性骨及关节
病变、无手术及创伤史，无下肢疼痛。实验组与对照
组之间在年龄、身高、体重等方面无显著差异（Ｐ ＞
０． ０５，见表１）。本研究已得到第四军医大学医学伦
理委员会批准，同时获得受试对象父母或监护人签
署的足底压力检测知情同意书。
表１　 ＰＰＯ术后患者与对照组主要人类学指标的比较
Ｔａｂ．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ＰＰＯ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指标 ＰＰＯ组 对照组 Ｐ值
手术年龄／月 ２９． ７２ ± ９． ３７ — —
随访时间／月 ７０． ７８ ± ２７． ４７ — —

步态检测年龄／月１００． ５０ ± ３５． ５３ １００． １１ ± ３５． ６６ ０． ６９８

体重／ ｋｇ ２８． ７８ ± １０． ４１ ２９． ４４ ± ９． ３９ ０． ３０２

身高／ ｃｍ １２６． ４４ ± ２１． ０３ １２７． ３９ ± １９． ３８ ０． ４９８

　 　 在骨科步态分析实验室中，受试者赤足以自我
感觉舒适的步速与节奏行走，使用Ｆｏｏｔｓｃａｎ足底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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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测试系统（ＲＳｓｃ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比利时）采集数
据，该测力系统设有２． ００ ｍ ×０． ４０ ｍ ×０． ０２ ｍ测力
平板，分布１６ ３８４个传感器，采集频率为１２５ Ｈｚ，同
时自带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Ｆｏｏｔｓｃａｎ软件可以进行数据分析。
软件默认将足底面积划分为拇趾（Ｔ１）、第２ ～ ５趾
（Ｔ２ ～ ５）、第１ ～ ５跖骨区（Ｍ１ ～ ５）、足中部（ＭＦ）、
足跟内侧区（ＭＨ）及足跟外侧区（ＬＨ）１０个区域（见
图１）。１０个分区保证了该系统能够较为细致地分
析足底各区的足底压力情况。

图１　 足底１０个分区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ｆｏｒ １０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ｏｔ

　 　 系统还将单足的整个站立相分为：①足跟着地
期（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ｈａｓｅ，ＩＣＰ），即从足跟着地到跖骨
区首次着地阶段；②前足着地期（ｆｏｒｅｆｏｏｔ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ｈａｓｅ，ＦＦＣＰ），即紧随ＩＣＰ并止于所有跖骨区接触
测力板阶段；③全足着地期（ｆｏｏｔ ｆｌａｔ ｐｈａｓｅ，ＦＦＰ），
即紧随ＦＦＣＰ并止于足跟离开测力板阶段；④足离
地期（ｆｏｒｅｆｏｏｔ ｐｕｓｈｏｆｆ ｐｈａｓｅ，ＦＦＰＯＰ），即紧随ＦＦＰ
并止于全足离开测力板前阶段（见图２）。测力平板
置于地板中央，前后均放置长度为１ ｍ且与测力平
板等高等宽的硬质垫子，从而组成一个“完整”的总
长为４ ｍ的测力平台，可保证受试对象在数据采集
前至少在硬垫上行走３步。同时，在测力平台上铺
设ＥＶＡ材料对测力平板进行“伪装”，以避免受试
对象在测试时因心理因素调整步态［１９］。每只脚至
少采集５次有代表性的足底压力数据，每进行３ ｍｉｎ
的试验安排受试对象休息３０ ｓ。
　 　 采集的足底压力参数包括：①各分区的触地面
积（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ｒｅａ，ＣＡ）；②压强时间积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ｉｍ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ＰＴＩ）；③各亚期触地时间（ｃｏｎｔａｃｔ

图２　 站立相划分的４个亚期示意图
Ｆｉｇ． 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ｆｏｒ ４ ｓｕｂｐｈａ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ｃｅ ｐｈａｓｅ

ｔｉｍｅ，ＣＴ）。其中，ＣＡ以各区域在足底总面积中的
占比（ＣＡ％）进行校正，ＣＴ以各亚期在单足总站立
相中的占比（ＣＴ％）进行校正。患者患肢与健肢的
指标分别采用５次有代表性测量数据的平均值，而
对照组的数据则采用双侧肢体的平均值［１７］。

统计分析使用ＳＰＳＳ １９． ０软件，实验数据经过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单样本检验和散点图检验不符
合正态分布，因而患者患肢与健肢在ＣＡ％、ＰＴＩ、
ＣＴ％等指标上的差异采用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进行
分析。而患者双侧肢体与对照组之间相应指标的差
异则采用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检验进行分析。检验水
准定为０． ０５。
２　 结果
　 　 ＰＰＯ组受试患者的影像学指标和Ｈａｒｒｉｓ评分问
卷结果见表２。所有指标在步态检测时均较术前得
到改善。由于患儿手术年龄均小于４岁，术前中心
边缘角的测量存在困难与争议［９］，故未在术前测量
该指标。
表２　 患者术前和步态检测时的影像学指标和Ｈａｒｒｉｓ评分
Ｔａｂ． ２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Ｈａｒｒｉｓ ｈｉｐ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ＤＤＨ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ＰＰＯ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指标 术前 步态检测时
髋臼指数／（°） ４３． ８６ ± ４． ５１ ２１． ６７ ± ６． １３

中心边缘角／（°） — ２６． ３５ ± ８． ２４

颈干角／（°） １４４． ７８ ± ７． ３５ １３２． ２１ ± ６． ４７

Ｈａｒｒｓｉ评分 ７１． ２２ ± ７． ５６ ８９． ６７ ± ４． ０１

　 　 与对照组相比，ＰＰＯ组患肢在Ｔ２ ～ ５区ＰＴ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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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在ＭＨ区ＰＴＩ较低。患者健肢与对照组相比，
Ｔ２ ～５区也显示出较高的ＰＴＩ，其他的区域两组之间
无显著差异。患者患肢与健肢相比，患肢在Ｍ１、

Ｍ２、Ｍ３和ＭＨ区ＰＴＩ小于健肢，而在Ｔ２ ～ ５区ＰＴＩ
大于健肢，两组其他区域ＰＴＩ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见表３）。

表３　 足底各区域压强时间积分的比较
Ｔａｂ．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ＴＩ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ｚｏ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ｏｔ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ＰＰＯ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足底区域
ＰＴＩ ／（Ｎ·ｓ·ｃｍ －２）

术后
患肢 健肢

对照组
Ｐｇ

患肢 健肢
Ｐｓ

Ｔ１ ０． ６０ ± ０． ６３ ０． ４８ ± ０． ３０ ０． ５５ ± ０． ２７ ０． ８０２ ０． ５８５ ０． ３４６

Ｔ２ ～ ５ ０． ２３ ± ０． ９８ ０． １５ ± ０． ８０ ０． ０９ ± ０． ０２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９

Ｍ１ ０． ５２ ± ０． ４０ ０． ９５ ± ０． ７０ ０． ６８ ± ０． ４６ ０． ３５１ ０． ３１１ ０． ００１

Ｍ２ １． ２３ ± １． １２ ２． ３７ ± １． ４５ １． ２８ ± １． １３ ０． ９５１ ０． ０５３ ０． ００４

Ｍ３ １． ４２ ± ０． ６９ ２． ３０ ± ０． ３３ １． ７５ ± １． ４３ ０． ４７５ ０． ３１１ ０． ００１

Ｍ４ １． ０２ ± ０． ３９ １． ２８ ± ０． ６１ １． ０２ ± ０． ８７ ０． ９５１ ０． ３９６ ０． １２８

Ｍ５ ０． ３７ ± ０． １９ ０． ５２ ± ０． ３３ ０． ３３ ± ０． ２１ ０． ６８２ ０． １１５ ０． １１１

ＭＦ ０． ３２ ± ０． １３ ０． ３５ ± ０． １４ ０． ３５ ± ０． １３ ０． ５３４ ０． ９６８ ０． ４３８

ＭＨ １． １５ ± ０． ４５ １． ５７ ± １． ０３ １． ７７ ± ０． ７１ ０． ０１９ ０． ５８５ ０． ０３９

ＬＨ ０． ８８ ± ０． ２８ １． ２７ ± ０． ９０ １． ２０ ± ０． ５６ ０． ０９２ ０． ８２９ ０． １９６

　 注：Ｐｇ为使用Ｕ检验比较患者双下肢与对照组的ＰＴＩ，Ｐｓ为使用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比较患肢与健肢的ＰＴＩ

　 　 表４所示为各组ＣＡ％的比较结果。ＰＰＯ组患
肢Ｔ２ ～ ５区、Ｍ４、Ｍ５区ＣＡ％大于健肢，而健肢Ｍ１、
Ｍ２区ＣＡ％大于患肢。患肢Ｔ１区ＣＡ％小于对照

组，而Ｍ４、Ｍ５区ＣＡ％大于对照组。健肢Ｔ１区
ＣＡ％小于对照组，而Ｍ１区ＣＡ％大于对照组。各组
间其他区域ＣＡ％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见表４）。

表４　 足底各区域面积占总触地面积比值的比较
Ｔａｂ．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Ａ％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ｚｏ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ｏｔ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ＰＰＯ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足底区域
ＣＡ％ ／ ％

术后
患肢 健肢

对照组
Ｐｇ

患肢 健肢
Ｐｓ

Ｔ１ ９． ３３ ± ２． ４４ ９． １９ ± １． ５４ １２． １５ ± １． ７５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９５５

Ｔ２ ～ ５ ９． ６３ ± １． ２９ ８． ３８ ± １． ２９ ９． ４７ ± １． ９３ ０． ６９４ ０． ０６８ ０． ０２０

Ｍ１ ７． ２６ ± １． ７０ １０． ４８ ± １． ４０ ７． ０６ ± １． ３６ ０． ６９４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Ｍ２ ５． １７ ± ０． ９５ ７． ０２ ± １． １２ ６． １３ ± １． １０ ０． ０５３ ０． ０９３ ０． ００１

Ｍ３ ５． ７８ ± １． ０５ ５． ８２ ± １． ０２ ５． ４７ ± ０． ６３ ０． ４５５ ０． ５３３ ０． ９３２

Ｍ４ ７． ５０ ± ０． ９１ ５． ９０ ± ０． ５８ ６． ２４ ± ０． ４４ ＜ ０． ００１ ０． １０６ ０． ００１

Ｍ５ １０． ２７ ± ２． ２４ ７． ９１ ± １． ６３ ８． ６５ ± ０． ８３ ０． ０４４ ０． ０９３ ０． ０１１

ＭＦ ２３． ８８ ± ２． ０１ ２４． ０９ ± １． ２６ ２４． １９ ± １． ７８ ０． ８５２ ０． ７４０ ０． ６９１

ＭＨ １１． ６５ ± １． １３ １１． ５９ ± １． １９ １１． ３３ ± ０． ６１ ０． １２０ ０． ２２９ ０． ９５５

ＬＨ ９． ５４ ± ０． ９３ ９． ６２ ± １． ０６ ９． ３１ ± ０． ８３ ０． ５４７ ０． ３０９ ０． ８２０

　 注：Ｐｇ为使用Ｕ检验比较患者双下肢与对照组的ＣＡ％，Ｐｓ为使用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比较患肢与健肢的ＣＡ％

５３３

徐　 超，等． 单侧发育性髋关节脱位患儿早期进行Ｐｅｍｂｅｒｔｏｎ截骨术后的足底压力分析
ＸＵ Ｃｈａｏ，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ａ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ｐ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ｅｍｂｅｒｔｏｎ’ｓ ｐｅｒｉｃａｐｓｕｌａｒ ｏｓｔｅｏｔｏｍｙ ａｔ ｅａｒｌｙ ａｇｅ
　 　 　



　 　 表５所示为各组总的ＣＴ和各亚期ＣＴ％的比较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ＰＰＯ组患肢ＦＦＰＯＰ的ＣＴ％
明显增加，而ＩＣＰ的ＣＴ％明显减少；健肢ＦＦＣＰ和

ＩＣＰ的ＣＴ％减少，而ＦＦＰ的ＣＴ％增加。患肢ＩＣＰ和
ＦＦＰ的ＣＴ％较健肢低，患肢ＦＦＰＯＰ的ＣＴ％较健肢
高。在总的ＣＴ方面，患肢短于健肢和对照组。

表５　 站立相各亚期占总触地时间比值及总触地时间的比较
Ｔａｂ．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ｐｈ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ｏｔ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ＰＰＯ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站立相
ＣＴ％ ／ ％

术后
患肢 健肢

对照组
Ｐｇ

患肢 健肢
Ｐｓ

ＩＣＰ １０． １７ ± １． ５５ １２． ２６ ± １． ７６ １５． ３０ ± ２． ４３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３

ＦＦＣＰ １４． ５６ ± ３． ５９ １１． ４４ ± ２． ６４ ２１． ９６ ± ５． ３６ ０． １０２ ＜ ０． ００１ ０． ２９５

ＦＦＰ ２４． ７０ ± ５． ９６ ３４． ６９ ± ６． ８６ １９． ５４ ± ４． ２１ ０． １９７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４

ＦＦＰＯＰ ５０． ５７ ± ７． ２５ ４１． ６１ ± ６． １６ ４３． ２０ ± ５． ９３ ０． ０２５ ０． ６２３ ０． ０１２

ＣＴ ／ ｍｓ ６２３． ２０ ± ９４． ６７ ６４９． ６０ ± ９１． ８２ ６４９． ６０ ± ３４． ３２ ０． ０４７ ０． ３６０ ０． ００５

　 注：Ｐｇ为使用Ｕ检验比较患者双下肢与对照组的ＣＴ％，Ｐｓ为使用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比较患肢与健肢的ＣＴ％

３　 讨论
　 　 ＰＰＯ应用于临床已接近５０年，有许多研究报道
了该手术良好的影像学及临床效果［１２１３］，本文结果
也提示患儿主要影像学指标和Ｈａｒｒｉｓ功能评分较术
前得到改善。但是，仍有一些学者报道了ＰＰＯ术后
残存的一些步态异常，包括：在正常步速下，患者双
侧髋、膝和踝关节较对照组有更高的峰值垂直应力，
同时双侧髋关节表现出更高的地面反作用力负载
率［１７］，推测与患者股骨头缺血性坏死［２０］与退行性
髋关节炎［２１］相关；患侧肢体在术后步速增加，步长
增加，但平均每日总的步数减少［１６］；患肢髋关节屈
曲力矩下降，行走时骨盆更为前倾且向健侧旋
转［１５］；患侧髋关节屈向量减少，而膝关节伸向量增
加［１４］。借助测力平板进行足底压力分析可以测定
足底各个分区的多种步态指标，常用的有峰值压力、
接触面积、接触时间、力时间积分、压强时间积分和
步向角等，能够客观量化评价肢体的负重功
能［２２２３］，也能帮助更好解释ＰＰＯ术后患者在动力学
和运动学上的异常表现。实验结果支持本文研究前
的假设，即单侧ＤＤＨ病人在ＰＰＯ术后虽然获得较
为满意的影像学和临床问卷评分结果，但在足底压
力方面仍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

Ｃｈａｎｇ等［１７］对１１名ＰＰＯ术后单侧ＤＤＨ患者
进行步态分析，结果显示患肢站立相及双足站立相

在整个步态周期中所占百分比较对照组有明显下
降。本实验也得到相似结果，患肢站立相的绝对时
间少于健肢和对照组，这意味着患者更快地将重心
从患侧移向健侧。此外，利用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Ｆｏｏｔｓｃａｎ软
件细化考察了站立相各个亚期的时间分布，患肢
ＩＣＰ和ＦＦＰ的ＣＴ％小于健侧，而ＦＦＰＯＰ的ＣＴ％则
显著增大，推测这些变化与患者术后运动时重心降
低［１５］以及在术中可能累及的患侧髋关节内收肌和
屈肌肌力下降有关［２４２５］。患者步行时，当患肢进入
站立相，由于肌肉功能下降及骨盆运动变化［１５］导致
患者重心降低，不利于健肢顺利进入ＩＣＰ，因而患肢
通过缩短ＩＣＰ和ＦＦＰ以便尽快进入ＦＦＰＯＰ来提升
身体重心。进入ＦＦＰＯＰ后，患肢尽量伸膝关节［１４］

和跖屈踝关节［２６］以增加肢体长度，从而提升身体重
心，协助健肢进入ＩＣＰ，同时完成重心向健侧的转
移。

与健肢和对照组相比，患肢在Ｍ４、Ｍ５区ＣＡ％
较大，而在Ｍ１、Ｍ２区ＣＡ％较健肢小，提示患肢的承
重部位有由足内侧向外侧转移的趋势，推测这是
ＤＤＨ患者术后地面反作用力力线外移的结果。
Ｃｈａｎｇ等［１５］将这种力线的外移归因于患侧骨盆跛
行的增加以及步向角的外移。ＣＡ直接反映足底受
力区域的变化，如果使用正确的矫形鞋垫增加足内
侧的受力面积，或许可以改善足底的压力分布，故研
究适用于ＰＰＯ术后ＤＤＨ患者的鞋垫将是本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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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ＰＴＩ能够反映足部各区域所受压强和持续时间

的综合信息，可综合评估足部的承重情况［２７］。与对
照组相比，患肢在Ｔ２ ～ ５区ＰＴＩ较高，在ＭＨ区ＰＴＩ
较低。与健肢相比，患肢在Ｍ１、Ｍ２、Ｍ３和ＭＨ区
ＰＴＩ小于健肢，而在Ｔ２ ～ ５区ＰＴＩ大于健肢。分析
原因，可能是由于ＤＤＨ患者外移、前移的地面反作
用力力线［１５］导致在足前部、外侧区域承受较大的压
强，而在足内侧区承受压强减小。在时间方面，由于
相对较短的ＩＣＰ和较长的ＦＦＰＯＰ直接导致患肢前
足支撑体重时间增加，这些因素叠加最终导致患肢
ＰＴＩ的异常变化。由于较高的压强和较长的受力时
间，ＰＴＩ较高的足底区域可能面临更高的足痛和局
部损伤风险［２８］，应成为临床中重点监测、评估和保
护的区域。

本研究缺乏患儿术前的足底压力测试数据，故
无法评价手术对于患者足底压力参数的改善效果。
但是，鉴于纳入患儿的手术年龄均小于４岁，还处于
骨骼和肌肉快速发育的阶段［２９］，尤其是脂肪垫和足
纵弓的发育会显著影响足底压力参数，故比较术前
及术后的相关数据对于评价手术效果意义不大。此
外，由于患儿年龄较小，为了在实验时取得患儿配
合，有时需要患儿父母的引导帮助，糖果和玩具也常
被用来引导受试儿童完成平板测试，以上因素均可
能影响实验数据的精确性。但是也有学者对更小的
儿童进行过步态研究［２９３０］。最后，参试儿童数量较
少，可能会降低结果的代表性。有鉴于此，本研究对
每位受试对象进行多次的数据采样，保证提取高质
量的实验数据。所有受试患者均由专门医生进行手
术并指导康复，保证了医疗质量的同质性。

综上所述，单侧ＤＤＨ患者在ＰＰＯ术后取得了
令人满意的影像学和临床评分结果，但术后患者仍
表现出残存的足底压力异常，包括：

（１）与对照组和健肢相比，患肢在Ｔ２ ～ ５区ＰＴＩ
较高，在ＭＨ区ＰＴＩ较低；

（２）与健肢和对照组相比，患肢在Ｍ４、Ｍ５区
ＣＡ％较大，而在Ｍ１、Ｍ２区ＣＡ％较健肢小；

（３）患肢较之健肢和对照组，总触地时间更短，
ＩＣＰ的ＣＴ％更小，ＦＦＰＯＰ的ＣＴ％更大。这些异常
提示ＰＰＯ术后单侧ＤＤＨ患者还需要长期的强化康
复治疗来恢复正常的足底压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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