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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为研究手掌血管

、

神经损伤修复重建提供解剖学基础
。

方法
:

手掌借 5 条横平行线和 4 条纵平行线分为 20 区
,

解别并

观察指掌侧总神经和指掌侧总动脉在手掌的分布及其伴行关系
。

结果 : 第一
、

二指掌侧神经起始处位于 7 区外上象限
,

第三指掌

侧总神经
、

小指尺掌侧神经起始 处位于 4 区内下象限
〔 1

第一
、

二
、

三指掌侧总动脉起始处位于 7
、

8 区近 C 线处
,

小指尺掌侧动脉起

始处位于 8 区内下象限
。

第一
、

二指掌侧总神经在 7 区被掌浅弓骑跨
,

分弓上
、

下两段
。

弓上
、

下段
,

分别在 13
、

14 区 D 线处发出

指掌侧 固有神经
。

小指尺掌侧神经
、

第三指掌侧总神经起始处位于同名动脉的近侧
,

其行程在 9
、

15
、

20 区位于同名动脉的尺侧
。

第一
、

二指掌侧总动脉分别在 18
、

19 区距 E 线 0
.

8
一

1
.

oc m 处发出相应的指掌侧固有动脉
。

第一
、

二
、

三指掌侧总神经及其发出的

指掌侧 固有神经与同名 的指掌侧总动脉的伴行关系有四型
: H l

、

H Z 、

O
、

V 型
。

结论
:
指掌侧总神经与指掌侧总动脉在手掌的一定区

域内有按规律分布的特点
,

有助于手掌损伤 离断手术修复过程 中指掌侧总神经与指掌侧总动脉的寻找和吻合
,

以及手掌神经阻

滞麻醉的精确定位
。

关健词 :手掌 ; 分区 ; 指掌侧总神经 ;指掌侧总动脉 ; 掌浅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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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掌神经
,

动脉丰富
,

结构复杂
。

有关手掌神经
、

血管研究

的报道较多! `
·

” 。

木文设计了一种简明的手掌分区法
.

且按分区

解剖手掌
,

观察指掌侧总动脉
、

指掌侧总神经的分支与分布
,

并

归纳同名神经
、

动脉伴行关系’ 4, 。 为手掌结构的研究
、

断掌再植

的神经
、

血管吻合阎提供可靠的形态学定位标志
。

材料和方法

取成尸手 30 例
,

设定手掌分区
。

将远端腕横纹定为手掌近

侧缘
,

作一垂直于手掌的直线定为 A 线 ; 由第三掌指横纹近端

所作手掌近侧缘的 A 线的平行线为 E 线 ; 过第一掌指横纹的

远端作 A 线
、

E 线的平行线为 C 线 ;过 A
、

C 线之间中点作其的

平行线为 B 线 ; 过 C
、

E 线之间中点作其平行线为 D 线
。

再分别

过第 2一 4 手指腹侧作其中线延长至远侧腕横纹
,

共得四线
,

分

别命名为 F
、

G
、

H
、

I线
。

五横线
.

四纵线两两相交
,

将手掌等分

20 小区
,

每一小区依解剖学定位分为四象限
。

分层解剖手掌
.

详细观察指掌侧总神经和指掌侧总动脉在手掌各区的分布
,

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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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侧总神经和指掌侧总动脉与手掌各点线的关系
,

以及手掌分

以与指掌侧总神经和指掌侧总动脉的行程伴行关系 (图 l )
。

2 结果

2
.

1 第一掌指侧总神经
、

第一常指侧总动脉

第一掌指总神经在 7 区的内下象限起于正中神经的内侧

支
,

起点距 B 线的垂直距离为 0
.

130c m 士 .0 O02c m
,

距 H 线的垂

直距离为 仓3 22士 0
.

1】oc m ; 第一掌指侧总动脉在 7 区的外上

象限起于手掌的挠侧第一分支(27 例
,

90 % )
,

起点距 B 线的垂

直距离为 1
.

5 58士0 2 3 e m
、

距 H 线的垂直距离 0+ 0
.

12 3em
。

神经

与动脉两者起点相距 .0 8 34士 .0 2 34c m
.

在第 7 区的远侧近 C 线

处总神经行于掌浅弓的深面
,

两者形成骑跨关系
,

第一掌指侧

总神经以掌浅弓为标志可分为两段
,

即弓上段
、

弓下段
,

弓上段

即为总神经的起始处至穿掌浅弓处 ;行于 7 区的尺侧半
,

弓上

段长度为 1
.

080士以 03 2c m
,

弓上段位于掌浅弓的挠动脉浅支的

尺侧
,

几乎与之平行伴行 ; 弓下段即为穿掌浅弓至分支为指掌

侧神经处
,

长度为 1
.

820士 .0 3 23 c m
。

行程于 12 区的尺侧部
。

在

第 7 试的中部
,

第一指掌侧总神经
、

总动脉与掌浅弓围成一三

角型的空隙
。

外侧边为神经
,

内侧边为掌指侧动脉
.

底边为掌浅

弓的一部分
。

在 12 区的内下象限第一掌指侧总神经弓下段
、

位

于第一指掌侧动脉的挠侧半 ( 12 例
,

40 % )
,

第一掌指掌侧总神

经弓下段位于第一掌指侧总动脉的正下方 ( 18 例
.

60 % )
。

在第

12 区的远侧 D 线处第一掌指掌侧总神经分支为指掌侧固有神

经
,

而第一掌指掌侧总动脉分支为掌侧固有动脉在 17 区的中

远端
,

两分支点相距 .0 8 12 士 0
.

135 c m
。

在 12 区第一掌指侧总神

经分两支指侧固有神经呈四型 v (2 例 .6 7% )
、

H I ( 12 例

4 0% )
、

H Z ( 9 例 3 0% )
、

0 型 ( 7 例 23
.

3% )包夹指掌侧总动脉

(见图 2 )
。

V 字型为指掌侧总神经分两支指掌侧固有神经
,

两

支指掌侧固有神经发出后再无神经纤维桥接
,

V 字空间指掌侧

总动脉从中间穿过
。

H .

型为为指掌侧总神经分两支指掌侧固

有神经
,

挠侧 (或尺侧 )指掌侧固有神经发出一粗短神经纤维桥

接对应的尺侧 (或挠侧 )的指掌侧固有神经
,

粗短神经纤维桥斜

位于指掌侧总动脉的表面
,

总动脉从桥下穿过 ; H : H .

型为为指

掌侧总神经分两支指掌侧固有神经
,

挠侧 (或尺侧 )指掌侧固有

神经发出一粗短神经纤维桥接对应的尺侧 (或挠侧 )的指掌侧

固有神经
.

粗短神经纤维桥斜位于指掌侧总动脉的深面
,

总动

脉从桥上下穿过
,

O 型为指掌侧总神经分两支指掌侧固有神

经
,

两支掌侧固有神经相互发出一粗短神经纤维桥接对侧指掌

侧固有神经
,

指掌侧总动脉被神经纤维包绕从它们中间穿行
。

.2 2 第二掌指侧总动脉
,

第二掌指侧总神经

第二掌指总神经在 7 区的内下象限起于正中神经的内侧

支
.

起点距 B 线的垂直距离为 oc m十 .0 3 22 c m
,

距 H 线的垂直距

离为 oc m均
.

322 c m
,

第二掌指掌侧总动脉在 8 区的外上象限起

于手掌的挠侧第三 分支
.

起点距 B 线的垂直距 离为

1
.

8 56+ 0
.

l l e m
,

距 G 线的垂直距离为 0
.

4 36+ 0
.

12 5 em
.

两者起点

相 1
.

4 80
十 o

.

1 12c m
。

在 8 区的外上象限第二掌指侧行于掌浅弓

的深面
,

两者形成骑跨关系
,

总神经以掌浅弓为标志分弓上
、

下

两段
。

弓上段即为总神经的起始处至穿掌浅弓处
.

弓上段长度

为 1
.

36 0+ .0 2 12 c m
,

在 8 区的外上象限
,

弓上段位于掌浅弓的

挠动脉浅支的尺侧
,

几乎与之平行伴行 ; 弓下段即为穿掌浅弓

至分支为指掌侧神经处
,

长度为 1
.

538
+ .0 3 23c m

,

位于第 8 区的

外上象限并从中央贯穿 13 区 ; 在 8 区的远侧近 C 线处第一指

掌侧总神经
、

总动脉与掌浅弓围成一三角型的空隙
,

其面积大

小为 .0 32
c m , 。

外侧边为指掌侧神经
,

内侧边为掌指侧动脉
,

底

边为掌浅弓的一部分
。

第二掌指侧总神经弓下段
、

位于第二指

掌侧动脉的挠侧半 ( 12 例
,

40 % )第二掌指掌侧总神经弓下段

位于第二掌指侧总动脉的正下方 ( 18 例
,

60 % )
。

在第 ! 3 以的

远侧第一掌指掌侧总神经分支为指掌侧固有动脉与神经
,

其分

支点与 D 线的垂直距离为 O十0
.

113c m ;第一掌指掌侧总动脉在

18 区中央稍远侧距 E 线的距离 .0 23 2十 0
.

IO8 c m 为处分支为指

掌侧固有动脉
。

在 14 仄第二掌指侧总神经分两支指侧固有神

经呈四型 V ( 15 例
,

6
.

7 % )
、

H I ( 7 例
,

40% )
、

H Z ( 5 例
,

30 % )
、

O

型( 3例
,

23
.

3% )( 图 2) 包夹指掌侧总动脉
。

图 l 手掌分区与指掌侧总神经和指掌侧总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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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支
,

起点距 A 线的垂直距离为 oc m 十 0
.

122 cm
,

距 H 线的垂直

距离为 oc m +0 .2 15c m ;第三指掌侧总动脉起于掌浅弓的尺侧第



四分支
,

起始段位于 8 区的中央
。

起点距 B 线的垂直距离为

1
.

2 4 8+ 0
.

13e m
,

距 H 线的垂直距离为 0
.

4 57+ 0
.

12 2 em
`

神经
、

动

脉两者起点相距 3
.

460 + .0 2 12c m
. 。

第三掌指侧总神经以与第

三掌指侧总动脉的伴行关系分为上下两段
。

上段行程于 4 区的

挠侧半
,

为其起点至第三指掌侧总动脉的起始处
,

与掌浅弓尺

动脉终末段伴行并行与内侧 ; 下段即为与第三指掌侧总动脉伴

行处至分支为指掌侧固有神经处
,

长度为 .2 735
+ .0 236c m

,

位于

第 8 区的外上象限并从中央贯穿 14 区
,

下段的上部在 8 区的

外上象限紧垫于第三掌指侧总动脉的内侧下方
,

至第 13
、

14 区

的交界处
,

神经走行于动脉的正下方 ; 至第 14 区的外上象限 D

线处分支为指掌侧固有神经
。

第三掌指掌侧总动脉在 19 区外

上象限的顶点分支为指掌侧固有动脉
。

其分支点与 E 线的垂直

距离为 .0 334十0
.

1 18c m
.

在 13
、

14 区交界处第三掌指侧总神经

分两支指侧固有神经呈三型 V ( 25 例 83
.

3% )
、

H l ( 3例 10% )
、

H Z

(2例 .6 7% )型包夹指掌侧总动脉 (图 2 )
。

2 .4 小指掌侧动脉
,

小指掌侧神经

小指尺掌侧神经在 4 区的外上象限起于尺神经的内侧支
,

起点距 A 线的垂直距离为 oc m + 0
.

122c m
,

距 H 线的垂直距离

为 0+ .0 2 15 c m ;小掌指掌侧动脉在 8 区的内上象限起于掌浅弓

的第五分支
,

起点距 B 线的垂直距离为 O十o
.

12 3 cm
,

距 G 线的

垂直距离为 0
.

4 13+ 0
.

13 3 e m
。

两者起点相距 1
.

860+ 0
.

178 e m
。

小

指掌侧神经从内下向外上方向经第 4
、

9
、

15
、

20 区
,

行于小鱼肌

表面
,

走行于小指掌侧动脉内侧
,

两者起点相距较远
,

至 D 线处

神经与动脉紧垫在一起
,

并行于小指的尺侧
。

3 讨论

3
.

1 简化手掌分区

手损伤较多
,

其修复一般是在紧急情况下进行
,

且手掌的

结构复杂
,

如何能用简单的分区的方法来对手掌结构的精确定

位是极为重用的161 。

木文设计的手掌分区充分利用了手掌的固

有标志
,

具有简明实用的特点
。

任何形式的手掌离断多见血管

和神经横断
,

少见其纵断
,

故简化的手掌分区足以满足神经和

血管修复的需要
。

3
.

2 指掌侧总神经与掌浅弓I,l

指掌侧总动脉毗邻关系
:

第一
、

二指掌侧总神经起始处位

于第 7 区的外下象限
,

在腕横韧带远侧缘 sIl 分别起于正中神经

的内侧支
,

两支分别在挠
、

尺侧包夹掌浅弓的挠动脉浅支行程
,

至掌浅弓的下方穿过至远端
,

依掌浅弓可把第一
、

二指掌侧总

神经分弓上
、

下段
,

与第一
、

二掌指侧总动脉无关
,

此处损伤修

复应考虑第一
,

二指掌侧总神经与掌浅弓的伴行关系
。

第一
、

二指掌侧总神经弓下段先行与同名动脉的下外侧 (挠侧)
。

第一
、

二指掌侧总神经弓下段分别在 13
、

14 区远侧端 D 线处分支为

同名的指掌侧神经
。

第 3 指掌侧总神经与小指掌指侧神经起始

处位于 4 区内下象限
,

两者行程于掌浅弓的尺动脉终末支的尺

侧
,

没有被掌浅弓骑跨
。

但第三掌指侧总神经在第 8 风内下象

限近 B 线处被小指掌指侧动脉骑跨
。

3
.

3 指掌侧总神经与指掌侧总动脉的起始点的位盆

指掌侧总动脉的起始处集中于 C B 两线区域内的 7
、

8
、

9

二区
。

而指掌侧总神经的起始处位置分两区域
。

第一
、

二指掌侧

总神经位于 7 区的外下象限
。

第三指掌侧总神经
,

小指掌指侧

神经位于 4 区的内上象限
。

通过观察得出掌侧总神经神经的起

始点位于同名动脉的近端
。

两者相距一定的间距
。

3
.

4 指掌侧总神经的分支点与指掌侧总动脉的分支点位 I 关

系

第一
、

二
、

三指掌侧总神经的分支点位于 D 线附近
,

屈肌

肌腿之间
。

而第一
、

二
、

三指掌侧总动脉的分支点位于 E 线下

方 I cm 左右
,

同名动脉的分支点位于相应同名神经点的分支

点的远侧
,

两者相距 .0 823 十o
.

12 4c m
。

这显示在进行手掌远端

D E 两线间区域损伤修复时
,

应当注意指掌侧总神经与指掌侧

总动脉分支点的解剖位置关系阁。

小指尺掌指侧动脉与神经无

分支
。

3
.

5 第一 二 三指掌侧总神经弓下段与指掌侧总动脉的关系

在 13
、

14 区的远侧端近 D 线处
,

第一
、

二
、

三指掌侧总神

经与指掌侧总动脉 191伴行关系可分四型
,

即 H I
、

H : 、

O
、

V 型
。

研究发现第一
、

二指掌侧总神经分支为指掌侧固有神经时呈

H l
、

H Z
、

O 为多
,

达 90 % ; 而第三指掌侧总神经分支为指掌侧

固有神经时呈 V 型为多
,

达 83
.

3%
,

这可能与共同协调支配第

1
、

2蝴状肌的运动有关
,

以适应第 2
、

3 手指的灵活功能
。

对于

此桥的出现在手掌 C D 两线区域内的神经吻合意义很大
,

对于

伤及一侧指掌侧固有神经近 D 线区域时
,

可分离神经纤维桥

进行桥接以到达修复的目的`101 。

至于第一
、

二指掌侧总神经分

支出指掌侧固有神经的同时
,

又同时发 l扔的神经纤维以不同的

形式桥接固有神经 “ ’ l, 我们将用神经生物学的方法追踪它们所

在脊髓节段
,

从生理
、

功能上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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