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踝微創手術



頁 2 / 4

足踝微創手術

甚麼是微創手術 1, 2, 3？

微創手術有多種不同的名稱：

1. 經皮手術：手術會以最小的切口及以閉合程序（在完好的皮膚下）進行。

2. 小切口手術：以最小及必需的切口進行的手術程序 。

3. 微創手術：以對切口周邊組織做成最少創傷的方法進行的手術。 

無論我們用甚麼名字，微創手術都具有以下的優點：

• 減少切口周邊組織的創傷

• 降低術後的發病率

• 提高復康進度

足踝微創手術的歷史及發展 2

足疾治療師 Dr Morton M Polokoff 於 1945 年首次利用精密儀器在皮下進行手術。在 

1970 年代，微創手術的概念 在北美的足疾治療師中逐漸普及。直到 1980 年代，美籍

外科醫生 Dr Stephen Isham 把微創技術應用在前足手術上。1990 年代，Dr Mariano 
de Prado 於西班牙把微創手術的應用發展並延伸至其他足部手術。

足踝微創手術的組織 2

在美國的有關組織為非臥床足踝手術學院 (Academy of Ambulatory Foot and Ankle 
Surgery)。在歐洲的是足踝微創外科研究組（Group of Research and Study in Mini-
Invasive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GRECMIP），於 2002 年在波爾多創立。這兩

個組織研發了經皮下手術、足踝有關的關節鏡及電腦輔助手術。香港亦與 GRECMIP 有
緊密連繫。

足踝微創手術在香港的臨床應用

拇趾外翻 （拇囊炎）1, 2, 3, 4 

症狀性拇囊炎有超過 100 種外科治療的方法。

近年發展的其中一項微創手術 4，10 是第一蹠骨「經皮遠端 V 形截骨術」，連同內固

定術，可治療輕度至中度嚴重的拇囊炎。利用此方法，只會有幾個微小傷口留在腳背

上。此療法可減少術後的併發症，例如傷口感染、傷口疼痛，且在外觀上亦因疤痕較

小而較易被人接受。

嚴重的拇囊炎則會採取多個經皮截骨術以矯正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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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趾僵直 1, 2, 3

意指拇趾變得硬直，不能彎曲，但這通常因骨關節炎引起。第一蹠趾關節的活動能

力下降，會影響患者走路並可以帶來強烈不適。我們可用一個細小的切口把骨剌切

除（經皮骨刺切除術）1, 2，為關節減壓，及改善拇趾活動範圍。

蹠骨疼痛  1, 2, 3, 5

蹠骨疼痛是個普遍常用術語，描述蹠骨前端或蹠趾關節的疼痛。原因多數是由於蹠骨

前端負荷過重，而在嚴重的個案中，蹠骨前端的腳底會長有厚繭，令患者在走路時感

到痛楚。我們可以進行遠端蹠骨微創截骨術（DMMO） 1, 2, 5 ，重新排列蹠骨來減輕痛

楚。

足底筋膜炎 3, 6

足底筋膜炎是十分常見的問題。最普遍的病徵是落床﹑站起或步行頭數步時，腳跟有

刺痛感。多數患者經藥物治療、矯型器、足底筋膜伸展運動及減重後都可痊癒。對

於頑強的個案，可利用內窺鏡足底筋膜鬆解術 6 來鬆開有徵狀的部份，以減輕病人痛

楚。

關節鏡及內窺鏡於足踝位置的應用 3, 7, 8, 9, 10, 11

關節鏡技術  8, 10, 11  的視野遠比傳統開放式手術優勝，並已成為很多手術程序的標準：

• 前路及後路踝關節撞擊

• 骨軟骨損傷或在足踝關節、距跟關節或蹠趾關節中的游離體 7

• 足踝關節的滑膜炎

• 足踝關節、距跟關節、足中段及前掌的退化性疾病

肌腱內窺鏡於足踝肌腱病變的應用  3, 10, 11, 12, 13, 14

足踝內的肌腱時常繃緊，有機會受損或退化。一種嶄新的肌腱內窺鏡技術，可避免傳

統的長切口而獲得清晰視野，並可治理以下疾病：

• 阿基里斯跟腱  13

• 脛骨後肌腱  14

• 屈拇長肌  11

• 腓骨肌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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