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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系统评价
['M5

人工韧带及自体移植物在前交叉韧带重建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

通过检索

O0K6+*

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A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L6*-;(

'(万方数据库获得已公开发表的

['M5

人工韧带与自体移植物进行前交叉韧带重建的文献)提取相关数据进行
,+7)

分析)

结果
!

本研究共纳入了
D

篇文

献#总病例数
CB$

例#结果显示
['M5

人工韧带术后患者膝关节
[

8

;N/3,

评分及
Q+

P

2+1

评分较术前有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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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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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术后
!

年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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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

评分及
Q+

P

2+1

评分

改善较自体肌腱移植仍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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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术

后
!

年
['M5

人工韧带组滑膜炎等并发症发生率低#与自体移植物无明显差异)

结论
!

['M5

人工韧带具有良好的临床疗

效和安全性#并且在术后
!

年其稳定性较自体肌腱移植仍具有明显优势#但该结论仍需长随访(高质量的临床研究进一步

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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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交叉韧带断裂是常见的运动损伤#会造成患

者疼痛及膝关节不稳#往往还会导致二次损伤#严重

影响患者的运动功能及生活质量,

#

-

)关节镜下前交

叉韧带重建手术具有创伤小(患者恢复快(效果确切

的优势#已成为前交叉韧带断裂的主要治疗方法#其

在美国每年的手术量已超过
#"

万人次,

!

-

)尽管其

手术量逐渐增多#但是在移植物的选择上仍存在诸

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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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

邱勤业#等
=

人工韧带与自体肌腱重建前交叉韧带的
,+7)

分析

目前常用的移植物包括!自体移植物(异体移植

物以及人工移植物
%

大类,

B

-

)自体移植物的疗效最

为确切#尤其是自体绳肌腱移植&

N),;71-2

P

7+2*/2)07/

P

1)47

#

W'

'以及自体骨
H

髌腱
H

骨&

K/2+H

J

)7+33)1H7+2*/2HK/2+

#

LOQL

'移植被当作是前交叉

韧带重建的$金标准%#但是其应用也受到来源有限

以及供体部位疼痛(功能受损的影响,

$HE

-

)而异体移

植物由于免疫排斥反应的存在#可能会造成术后感

染率升高以及传播疾病,

DH#!

-

)正因为两者存在各项

不足#早在
!"

世纪
E"

年代研究者们就开始了对人

工韧带的探索#但是早期临床试验中所出现的滑膜

炎以及移植物断裂等严重并发症导致人工移植物的

推广受到了严重影响,

#%H#C

-

)近年来法国生产的

['M5

人工韧带&

501

P

-()3A,

J

3)27;)2*F+:-(+;

#

'1(H;01HQ-33+

#

1̂)2(+

'由于具有良好的力学特征(

抗疲劳强度以及组织相容性好的特点#在临床上的

应用日益广泛,

#B

-

)因此#研究者也将
['M5

人工韧

带与自体移植物对比#开展了许多研究,

#$

-

)本研究

对国内外已发表的
['M5

人工韧带与自体移植物进

行前交叉韧带重建的对照试验进行
,+7)

分析#以期

更为全面地评价
['M5

人工韧带行前交叉韧带重建

手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为
['M5

人工韧带在临床

的应用提供更有力的依据)

6

!

资料和方法

#=#

!

文献检索及资料收集
!

以$前交叉韧带重建%

$自体移植%$绳肌腱%$骨
H

髌腱
H

骨%及$

['M5

人工

韧带%为中文关键词#以$

'@[1+(/2;710(7-/2

%

$

['M5;

8

;7+,

%$

)07/

P

1)

J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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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71-2

P

7+2*/2

)07/

P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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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H

J

)7+33)H7+2*/2H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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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QL

'%$

;

8

;7+,-(1+:-+]

%为英文关键词#在

O0K6+*

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 全 文 数 据 库

&

@?\A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L6*-;(

'(万

方数据库检索获得已公开发表的
['M5

人工韧带与

自体移植物进行前交叉韧带重建的文章)同时阅读

相关文章的引用文献#并进一步手工检索补充可纳

入的文献)检索工作于
!"#C

年
D

月完成#检索过程

中未对研究地区及文献语言做任何限制)

#=!

!

文献筛选
!

纳入的文献必须符合以下所有条

件!&

#

'至
!"#C

年
D

月前已在上述本研究所检索数

据库收录的国内外期刊公开发表的关于
['M5

人工

韧带与自体移植物进行前交叉韧带重建的文献+&

!

'

研究类型为随机对照试验&

M@Q

'或队列研究+&

%

'文

献报道了两者的临床疗效或并发症的相关结局指

标)文献筛选及评价工作由两位研究者独立完成#

如两者存在争议#由第
%

位研究者与其协商解决)

本研究采用
?<5

&

?+]();73+H<77)])5()3+

'评分对

队列研究进行质量评价#对于
M@Q

研究的质量评

价#采用
.)*)*

评分)

#=%

!

观察指标
!

以自体移植物以及
['M5

人工韧

带组的术前和术后
[

8

;N/3,

(

Q+

P

2+1

评分作为主要

结局指标#并以各组的
\QH#"""

(

A\F@

以及术后并

发症为次要结局指标)对于术后有多个随访时点的

研究#采用术后随访时间最长的时点或与其他研究

最长随访时限最为接近的时点进行统计)

#=C

!

统计学处理
!

资料提取由
!

位研究者采用统一

的数据提取表格独立进行+同时对其提取结果进行交

叉核对#如有分歧#通过与第
%

位研究者协商解决)

本研究中使用
M+:6)2B="

软件&

@/

J

+2N)

P

+2

!

QN+

?/1*-(@/(N1)2+@+271+

#

QN+@/(N1)2+@/33)K/1)7-/2

#

!""E

'对结局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当异质性检验
.

!

"

B"d

时#认为纳入的各研究间存在异质性#采用随机

效应模型#反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合并分析,

#"

-

)

同时通过
M+:6)2B="

绘制漏斗图来识别文献的发表

偏倚&

J

0K3-()7-/2K-);

'#如漏斗图基本对称#则说明研

究不存在明显的发表偏倚#同时采用
5Q'Q'

对结果

进行
L+

PP

检验及
R

PP

+1

检验以量化发表偏倚)另外

也进行了纳入文献的敏感性分析&

;+2;-7-:-7

8

)2)3

8

;-;

'#以保证结果的稳定性)

7

!

结
!

果

!=#

!

纳入研究文献及基本资料
!

通过数据库检索

以及阅读相关研究的参考文献#本研究初步共获得

B!&

篇文献#其中
#!

篇文献从文章的参考文献中获

得)依据纳入标准#经阅读题录和摘要后#共计获得

CB

篇相关文献#仔细阅读全文后#最终共有
D

篇文

献被纳入分析&图
#

'#其中
M@Q

研究
!

篇#前瞻性

队列研究
%

篇#回顾性队列研究
C

篇#共包含自体移

植物重建
!CC

例#

['M5

人工韧带重建
!#!

例,

#&H!B

-

)

其中
B

篇文章采用的自体移植物为
W'

#另外
C

篇

采用的是
LOQL

)各组具体人数(性别分布(年龄以

及文献质量评价详见表
#

)

.

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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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5

人工韧带术前及术后疗效对比
!

本研

究纳入的文章中共有
&

篇,

#&H!!

#

!C

-报道了
#&#

例

['M5

人工韧带重建前交叉韧带术前及术后的

[

8

;N/3,

评分#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各研究间的异

质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fD$d

#

1

%

"=""""#

')

因此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合并#结果表明患者术

后的
[

8

;N/3,

评分较术前提高均值差 &

,+)2

*-44+1+2(+

#

6F

'为
B"=BB

#

DBd@A

&

CD="C

!

B!="B

'#

1

%

"=""""#

)亚组分析结果显示虽然不同研究类

型间存在差异&

1f"=""&

'#但各亚组结论一致!患

者术后的
[

8

;N/3,

评分较术前有显著提高&

1

%

"=""""#

')

这
&

篇文献也报道了患者行
['M5

人工韧带重

建前交叉韧带术前及术后的
Q+

P

2+1

评分)异质性

检验
.

!为
D&d

#

1

%

"=""""#

#因此采用随机效应模

型进行
,+7)

分析#结果显示!术后与术前
Q+

P

2+1

评

分的
6F

为
C=%D

#

DBd@A%=BC

!

B=!C

#

1

%

"=""""#

#术后的
Q+

P

2+1

评分较术前有明显改善)

亚组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研究类型间存在差异&

1

%

"=""""#

'#各亚组患者术后的
Q+

P

2+1

评分较术前

显著提高&

1

%

"=""""#

')本研究纳入的文献中仅

有
%

篇报道的
A\F@

评分可用于统计分析#且其异

质性仍较大#

.

!

fD#d

#

1

%

"=""""#

+

,+7)

分析结

果!术后与术前
A\F@

评分的
6F

为
CE=#!

#

DBd@A

CC=%"

!

B#=DC

#

1

%

"=""""#

)术后患者
A\F@

评分

改善具有统计学意义&表
!

')

图
6

!

文献检索流程图

表
6

!

纳入研究基本信息及质量评价结果

!

研究 类型
随访

"

"月
-

自体

移植物

自体移植组

男"女
,

"

,

年龄)

&岁'发病到手术的时间)

['M5

组

男"女
,

"

,

年龄)

&岁'发病到手术的时间)

质量

评价

范文斌

!"#%

,

#&

-

回顾性队

列研究

!C BC W' !&

"

C !$

&

#&

!

C&

'

HH #$

"

& %"

&

#$

!

CD

'

!!!

HH C

星K

范钦波

!""E

,

!%

-

前瞻性队

列研究

!C=# C! W' !!

"

B !"

!

B! HH #!

"

%

!!

HH

!!!

HH $

星K

[-0

!"#"

,

!#

-

回顾性队

列研究

CD $" W' !C

"

E %!

&

!"

!

B$

'

D

&

B

!

%%

'个月
!#

"

& %$

&

#E

!

BC

'

E

&

C

!

%C

'个月
&

星K

陈世益

!""&

,

!C

-

前瞻性队

列研究

#E=B C! W' ##

"

E !&=#

&

#E

!

CC

'

D=&

&

%

!

CC

'周
#%

"

#" !E=!

&

#D

!

C!

'

&=$

&

#

!

C"

'个月
B

星K

王庆峰

!"##

,

!"

-

前瞻性队

列研究

!C B! W' !"

"

D !&

&

!C

!

B$

'

D=&

&

%

!

CE

'周
!"

"

% !E

&

#E

!

CE

'

&=$

&

#

!

%!

'周
C

星K

袁拥军

!""D

,

!!

-

前瞻性队

列研究

#! C# LOQL

共
!%

!!

HH HH

共
#E

!!

HH

!!!

HH B

星K

O)2

!"#%

,

#E

-

回顾性队

列研究

B" $! LOQL #D

"

## %%=D%j$=%C

&

#%=E"jE=%"

'

* !B

"

& %B=EEj##=%"

&

##=D#j$=DD

'

*

$

星K

李业成

!"#!

,

#D

-

M@Q %" B" LOQL !#

"

B %"=$ #%

&

%

!

!#

'

* #&

"

& %!=$ ##

&

%

!

!#

'

*

C

分(

?)0

!""!

,

!B

-

M@Q !C B% LOQL #B

"

#! %"=E&jE=$$

&

C=D!j$="%

'年
!#

"

B %#="%jE=DE

&

C=&!aB=B$

'年
B

分(

!!

M@Q

!随机对照试验+

W'

!自体绳肌腱移植+

LOQL

!骨
H

髌腱
H

骨
=

)

!数据表示为
'

Lj(

&或均数'或中位数&范围'+

K

!采用评价方法为

?<5

评分+

(

!采用评价方法为
.)*)*

评分

表
7

!

W!;L

人工韧带术前及术后临床疗效对比

!

结局指标 研究个数
,

术前人数
,

术后人数
, 6F

&

DBd@A

'

1

值
异质性

.

!

1

值

[

8

;N/3, $ #CE #CE B"="B

&

CE=C#

#

B#=$E

'

%

"="# D&d

%

"=""""#

Q+

P

2+1 $ #CE #CE C=C#

&

%=C"

#

B=C!

'

%

"="# D&d

%

"=""""#

A\F@ ! C$ C$ C$=#&

&

C!=D!

#

CD=C!

'

%

"="# &#d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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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

邱勤业#等
=

人工韧带与自体肌腱重建前交叉韧带的
,+7)

分析

!!

同时敏感性分析显示#在
[

8

;N/3,

评分的
,+7)

分析中#范文斌等,

#&

-的研究与其他研究偏差最大#

将其去除后
,+7)

分析结果无明显改变!

6Ff

B#=%C

#

DBd@ACD=E$

!

B!=E%

#

1

%

"=""""#

#

.

!

f

D$d

+去除比重最大的研究,

#D

-后#

,+7)

分析结果也

无明显改变!

6FfCD=D#

#

DBd@ACE=!#

!

B#=$#

#

1

%

"=""""#

#

.

!

fD#d

)同样在
Q+

P

2+1

评分的

,+7)

分析中#去掉偏差最大或者比重最大的研究

后#

,+7)

分析结果也无明显改变)

['M5

人工韧带

重建前交叉韧带术前及术后各项结局指标的
,+7)

分析结果较为稳定(可靠)

!=%

!

['M5

人工韧带与自体移植物有效性对比

!=%=#

!

[

8

;N/3,

评分
!

本研究纳入的文章中有
E

篇,

#&H!C

-报道了自体肌腱移植及
['M5

人工韧带重

建前交叉韧带术后的
[

8

;N/3,

评分#其中共报道自

体肌腱移植患者
!#&

例#

['M5

人工韧带重建患者

#E$

例)异质性分析发现各研究间的一致性良好

&

.

!

f"d

#

1f"=BB

'#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合

并分析#

,+7)

分析结果显示#末次随访时
['M5

人

工韧带组较自体肌腱移植组
[

8

;N/3,

评分改善更

为明显!

6Ff"=!"

#

DBd@A"="C

!

"=%B

#

1f"="#

&图
!

')

图
7

!

W!;L

人工韧带与自体肌腱移植末次随访时
W

)

2&$<>

评分的对比

LOQL

!骨
H

髌腱
H

骨+

W'

!自体绳肌腱移植

!!

根据自体肌腱的来源进行了亚组分析#在纳入

的
E

篇研究中#

B

篇采用的自体移植物为
W'

#

%

篇

采用的是
LOQL

#亚组分析显示#末次随访时
['M5

人工韧带组与
LOQL

组相比
[

8

;N/3,

评分改善更

为明显#

_Ff"=!"

#

DBd@A"="%

!

"=%$

#

1f"="!

+

['M5

人工韧带组与
W'

组相比
[

8

;N/3,

评分改

善情况无明显差异!

_Ff"=#D

#

DBd@Ah"=!E

!

"=$&

#

1f"=C!

)同时两个亚组间的差异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

1f"=DD

#图
!

')

同时#这
D

个研究的随访时间均超过
#

年#其中

&

个研究,

#&H!#

#

!%

#

!B

-的末次随访时限超过
!

年)因此

对随访时间超过
!

年的研究单独进行了
,+7)

分析#

结果显示在术后
!

年后#

['M5

人工韧带组与自体

移植组相比较#

[

8

;N/3,

评分改善仍然更为明显!

_Ff"=#E

#

DBd@A"="!

!

"=%B

#

1f"="%

)敏感性

分析显示将比重最大或偏离均数最大的研究去除

后#统计结果无明显改变)

!=%=!

!

Q+

P

2+1

评分
!

共有
E

个研究对比了
['M5

人工韧带组及自体移植组术后
Q+

P

2+1

评分#其中

['M5

人工韧带组
#E$

例#自体肌腱移植组
!#&

例,

#&H!C

-

)各研究间异质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f

"d

#

1f"=D#

'#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合并分

析)

6+7)

分析结果&图
%

'显示!末次随访时
['M5

人工韧带组较自体肌腱移植组
Q+

P

2+1

评分改善更

为明显!

6Ff"=#E

#

DBd@A"="C

!

"=%!

#

1f"="#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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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第
%&

卷

图
8

!

W!;L

人工韧带与自体肌腱移植末次随访时
D-

(

/-.

评分的对比

LOQL

!骨
H

髌腱
H

骨+

W'

!自体绳肌腱移植

!!

亚组分析结果&图
%

'显示!末次随访时
['M5

人工韧带组较
LOQL

组
Q+

P

2+1

评分改善更为明显!

_Ff"=!&

#

DBd@A"="$

!

"=CE

#

1f"="#

+然而末

次随访时
['M5

人工韧带组较
W'

组
Q+

P

2+1

评分

改善无明显差异!

_Ff"=##

#

DBd@Ah"="E

!

"=%"

#

1f"=!&

)两个亚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1f"=!&

')同时#对随访时间超过
!

年的研究单

独进行了
,+7)

分析#结果显示在术后
!

年后#

['M5

人工韧带组与自体移植组相比较#

Q+

P

2+1

评分改善

仍然更为明显!

_Ff"=#E

#

DBd@A"="#

!

"=%B

#

1f"="%

)

!=%=%

!

次要结局指标
!

共有
C

个研究,

#EH#D

#

!#

#

!B

-报

道了
['M5

人工韧带组及自体移植组术后的
\QH

#"""

结果#随访时间均超过
!

年#其中
['M5

人工

韧带组
##"

例#自体肌腱移植组
##B

例)各研究间

异质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EDd

#

1

%

"=""""#

'#

因此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合并分析)

,+7)

分析

结果显示#末次随访时
['M5

人工韧带组较自体肌

腱移植组
\QH#"""

无明显改善!

6Ffh"=BB

#

DBd@Ah!=#%

!

#="%

#

1f"="B

)敏感性分析显示#

将
?)0

等,

!B

-的研究去除后#

,+7)

分析结果发生改

变#

['M5

人工韧带组
\QH#"""

的改善较自体肌腱

移植组更为明显!

6Ffh#=!$

#

DBd@Ah!=%C

!

h"=#D

#

1f"="!

)

%

个研究,

#&

#

#D

#

!!

-报道了
['M5

人工韧带组及自

体移植组术后的
A\F@

评级的结果#对两组中最终

评分在
L

级及以上患者的比例进行了合并#

,+7)

分

析结果显示#纳入研究间无明显异质性&

.

!

f!$d

#

1f"=!$

')

['M5

人工韧带组的患者在末次随访时

A\F@

评级在
L

级及以上的比例与自体移植组相比

无明显差异!

MMf#="%

#

DBd@A"=DC

!

#=#%

#

1f

"=C&

)另外
%

个研究,

#E

#

!%

#

!C

-报道了
['M5

人工韧带

组及自体移植组术后的
A\F@

评分的结果#分析结

果显示#

['M5

人工韧带组的患者在末次随访时

A\F@

评分与自体移植组相比无明显差异!

6Ff

"=!$

#

DBd@Ah"="B

!

"=B&

#

1f"=#"

)

!=C

!

['M5

人工韧带与自体移植物安全性对比
!

本

研究所纳入的文献中#除了
#

篇文献,

!C

-外#另外
E

篇文献,

#&H!%

#

!B

-都报道了术后并发症的情况)

['M5

人工韧带移植组
#

例患者在术后
!

个月出现滑膜

炎#

#

例患者出现关节僵直#

%

例患者出现螺钉松动#

#

例出现韧带松弛#无患者出现术后感染#共有
B

例

患者进行了再手术+自体肌腱移植组
#

例出现术后

取腱处血肿及感染#

!

例患者出现关节僵直#

C

例出

现髌前疼痛#

#

例出现螺钉松动#

!

例出现韧带松弛#

%

例患者接受再手术)同时发现两组间螺钉松动

&

6Ff#=%B

#

DBd@A"=B#

!

%=BD

#

1f"=BB

'及再手

术率无明显区别&

6Ff#=C$

#

DBd@A"=$!

!

%=CE

#

1f"=%D

')

!=B

!

发表偏倚检验
!

Q+

P

2+1

评分的漏斗图左右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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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

邱勤业#等
=

人工韧带与自体肌腱重建前交叉韧带的
,+7)

分析

本对称#同时
L+

PP

/

;

检验
1f"=&#

#

R

PP

+1

/

;

检验

1f"=E$

#说明无明显发表偏倚&图
C

')同样

[

8

;N/3,

评分的漏斗图左右也基本对称#同时

L+

PP

/

;

检验
1f"=BC

#

R

PP

+1

/

;

检验
1f"=&"

#也无

明显发表偏倚)

图
9

!

D-

(

/-.

评分的漏斗图

LOQL

!骨
H

髌腱
H

骨+

W'

!自体绳肌腱移植

8

!

讨
!

论

['M5

人工韧带术由法国
[)K/01+)0

应用聚对

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模仿人体韧带的解剖结构和生物

力学原理设计而成#被认为是第
%

代人工韧带,

!$

-

)

第
#

代人工韧带在关节内部纤维的编织方式是交叉

编织#因此在关节活动的时候纤维间互相摩擦#极易

产生碎屑导致滑膜炎的产生,

!&

-

)第
!

代人工韧带

引入了横行纤维#减少了关节内纤维交叉的情况#同

时允许成纤维细胞长入#可以起到支架作用#相较于

第
#

代产品#其使用寿命大大延长)但是由于关节

活动产生的剪切力仍然会破坏其横行纤维#最终导

致韧带的失效,

!E

-

)

['M5

人工韧带采用了特殊的

编织方式#克服了前
!

代产品的不足#其关节内部分

的纤维全部为纵行纤维#避免了关节活动引起的纤

维摩擦#以及由此导致的产生碎屑(韧带失效#被认

为具有良好的组织相容性,

!D

-以及优良的生物力学

特点,

%"H%#

-

)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将其应用在前交叉韧

带重建上#也针对以下两个问题做了大量研究!&

#

'

相比于自体肌腱移植的金标准#

['M5

人工韧带移

植的临床疗效究竟如何+&

!

'

['M5

人工韧带的安全

性究竟如何)因此本研究全面总结了前人研究结

果#客观评估
['M5

人工韧带与自体肌腱在临床效

果以及安全性方面的异同#为
['M5

人工韧带在临

床的应用提供更为全面系统的依据)

本研究共纳入了
!

篇
M@Q

和
&

篇队列研究#共

涉及
['M5

人工韧带重建
!#!

例#自体移植物重建

!CC

例)研究结果表明!使用
['M5

人工韧带重建

前交叉韧带#其术后
[

8

;N/3,

评分(

Q+

P

2+1

评分及

A\F@

评分均明显优于术前&

1

%

"="#

')同时在末

次随访时#

['M5

人工韧带组的
[

8

;N/3,

评分(

Q+

P

2+1

评分及
\Q#"""

结果均优于自体移植物组#

提示
['M5

人工韧带重建前交叉韧带具有优良的临

床疗效)

许多前人研究也发现#与自体肌腱相比#应用

['M5

人工韧带重建前交叉韧带术后早期的功能改

善更有优势#但是大多数的研究报道该优势一般仅

能持续到术后
!

年)

?)0

等,

!B

-比较了
['M5

人工

韧带和
LOQL

重建前交叉韧带的随访结果#发现术

后早期使用
['M5

人工韧带的患者其主观及客观

评分结果明显优于
LOQL

#但在术后
!C

个月时两组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0

等,

!#

-的研究比较了

['M5

人工韧带和
W'

#也观察到
['5M

人工韧带

重建前交叉韧带在术后早期具有更优的功能结果#

以及更好的膝关节稳定性#但两组长期功能评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以随访时间为依据进行了亚组分析#纳

入研究中共有
&

篇文献随访时间达到
!

年及以上#

其
,+7)

分析结果显示在术后
!

年#

['M5

人工韧带

与自体肌腱移植相比#其
[

8

;N/3,

评分以及
Q+

P

2+1

评分的改善仍明显提高)事实上#之前报道
!

年后

两组间无明显差异的研究#其结果也显示出
['M5

结果更优的趋势#但可能由于样本量的限制导致该

趋势未能最终得出统计学差异)因此我们使用

,+7)

分析将其结果合并#增加了样本量#从而使其

统计学差异得以显现#这也是
,+7)

分析的优势所

在)另外#虽然术后
!

年
\QH#"""

及
A\F@

的
,+7)

分析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将
?)0

等,

!B

-的研究

去除后#

\QH#"""

的
,+7)

分析结果出现了变化#

['M5

人工韧带组优于自体肌腱移植组&

1f"="!

')

而且我们也要注意到报道
\QH#"""

及
A\F@

的研

究数量较少#涉及的
['M5

人工韧带移植患者数量

也不多#仅为
EE

例#因此这两个指标结果的统计效

力较低#仍需要更大样本的高质量临床研究进行

探索)

在我们纳入的
D

个研究中#有
E

个报道了术后

并发症的情况#发现在
#ED

例
['M5

重建前交叉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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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第
%&

卷

带的患者中#仅有
#

例患者在术后
!

个月出现滑膜

炎#并且通过关节镜下滑膜清理后患者症状消失)

没有患者出现移植物断裂及术后严重感染等并发

症#报道中发生率最高的并发症为螺钉松动及因此

导致的再手术#共
%

例#但其发生率与自体移植相比

无差异#这也证明了
['M5

人工韧带具有良好的安

全性)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本研究纳入的文献大

多随访时间都在
!

年左右#由于人工韧带的特点#我

们也需要了解是否随着其使用期限的进一步延长#

人工韧带受到磨损从而可能导致并发症的产生增

多)近期的
#

篇研究对
!$

例接受
['M5

移植的患

者进行了长达
E

年的随访#其结果显示在末次随访

时#

D!=%d

&

!C

"

!$

'的患者其关节稳定性良好#而且

在随访过程中仅有
#

例患者因剧烈运动导致了韧带

断裂,

%!

-

#所有患者均未出现滑膜炎及感染等严重并

发症)由此我们推测
['M5

人工韧带在长期随访中

仍可能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当然这一问题仍需要更

大样本量的高质量临床研究进一步证实)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

'所纳入的研究大部分

均在中国进行#其地域和人种都较为单一#因此将我

们的结果推广到其他地域或人种需要格外谨慎+&

!

'

纳入研究的质量普遍不够高)纳入的研究中仅有
!

篇
M@Q

#且其设计也存在缺陷#如均未详细描述对临

床结果的评估是否采用盲法+&

%

'纳入研究的随访时

间大部分是在
!

年左右#而对于体内移植物来讲#其
B

年甚至
#"

年的随访结果都非常重要#而目前相关文

献很少#也无法对其进行合并分析#因此还需要更多

研究来检验其长期随访的疗效及安全性+&

C

'我们纳

入的研究虽然都对比了
['M5

人工韧带及自体肌腱

临床疗效的区别#但是对于自体肌腱所造成的供体部

位疼痛(功能受损情况并未进行科学的评估#因此可

能低估了
['M5

人工韧带在这方面的治疗优势)

综上所述#本研究共纳入了
D

篇文献#较为系统

全面地评价了应用
['M5

人工韧带与自体肌腱在重

建前交叉韧带与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研究结果显

示
['M5

人工韧带术后能获得良好的膝关节稳定性

和主观满意度#其功能改善较自体肌腱移植有明显

优势#且该优势在术后
!

年仍具有统计学意义)同

时#

['M5

人工韧带在术后
!

年也具有良好的安全

性#仅有
#

例患者出现术后滑膜炎#所有并发症发病

率低#与自体移植无差异)虽然目前的证据支持其

在临床继续应用#但是鉴于体内移植物的特殊性#该

结果仍需更多随访时间长(研究质量更高的对照试

验来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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