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杨
!

柳

杨柳!男!

!"#$

年出生!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

年获第三军医大学博士学位!

!"""

年和
%&&%

年分别赴法国巴黎赛特尔

医院关节外科中心和美国哈佛医学院麻省总院进修关节外科"目前担任第三军医学大学附属西南医院关节外科中心主任!同时兼任国际关节镜

膝关节外科和运动医学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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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华裔骨科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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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会理事%亚太人工关节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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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镜和关节外科
%

个学组委员%全军骨科专委会关节镜及运动医学分会副主

任委员%重庆市中西医结合学会骨科专委会主任委员%重庆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常务理事等职!以及&中华创伤杂志'#英文版$编委%&第三军医大

学学报'常务编委%&重庆医学'编委%&中华实验外科杂志'特约编辑%&中华外科杂志'特约编委!为重庆市学科学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从事关节外科和运动医学临床工作
$&

年!临床专业方向(髋与膝关节外科%骨缺损及肢体延长治疗"科研方向(软骨与骨组织工程学%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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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因创伤导致的

死亡率仅次于心血管疾病

和恶性肿瘤!重视创伤的救

治仍是目前骨科临床的处

理重点$如何在保命的前

提下!尽最大努力挽救肢体

的功能!也是骨科救治的目

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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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发

展!骨关节疾病的发病率逐

年增加!已经引起人们广泛

的重视$中国在几千年传

统医学'''中医学诊治大

量骨伤患者基础上!继续呈

健康发展趋势$如何将中

西医最佳的诊疗技术应用于骨伤(骨病的防治中!是普遍关注

的问题$

!

!

树立$减少创伤"提高疗效%的理念

中医保守治疗是典型的微创治疗技术!如骨折时采用闭合

复位(小夹板固定!必要时结合中药外敷和内服等!由于不破坏

骨折血供!使得骨折较快愈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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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李国帅等采用中医治疗体

系!成功整复儿童尺桡骨远端双骨折!获得较好的临床疗效$

手术在给患者带来治疗效果的同时!又对患者造成新的创伤$

因此!近年来西医治疗方面也越来越重视普及)微创*的治疗理

念!即以最小的创伤!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关节镜微创技术

被誉为
%&

世纪骨科领域的三大进展!杨滨等采用关节镜辅助

下梯度手术方案治疗髌股关节对线不良!随访结果提示该技术

具有临床可行性$与传统的手术方法相比!微创手术更注意对

病变区及其周围环境的保护!避免或最小化全身反应!降低并

发症的发生率!缩短治疗时间!使患者尽早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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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外科

医生经常需要对所开展的手术进行)利益权衡*+"

!

#为追求手

术的彻底性!如骨折的解剖复位和坚强固定!不惜以较大的创

伤和生物学环境的破坏为代价,"

%

#几乎历代知名的外科先辈

们!都反复强调不应忽视手术所带来的附加创伤!对局部和整

体生物学环境的过度破坏!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包括生命危

险(重要结构损伤(局部修复能力"如骨折愈合#障碍和感染概

率增加等$因此!外科医师和患者都面临着两难的抉择+是冒

手术扩大化所带来的风险以提高治愈率!还是冒疾病未能根治

和复发的风险以减少手术危险性- 为此!大家也都在追求一个

共同的目标+以最小的手术创伤!换取最佳的治疗效果!使治疗

效果不因手术)小*而下降!患者反因手术的微创化而增加安全

并更快康复!这就是微创外科所追求的最终目标$过去的外科

手术强调应在直视下完成!即暴露
<

直视
<

切除或修复!显露越

充分!对重要组织结构的损伤概率就越少!对病变的切除或修

复也越彻底$建立在现代影像设备与图像技术基础上的可视

化技术!使手术者凭借内窥镜(

=

线或超声影像实时监测!介入

技术和导航系统达到不直接暴露病变区!却能清楚地)看*到病

变及其周围结构!从而安全(准确和彻底地实现手术目的$年

长的医师与年轻医师一样!开始努力学习这些设备与新器械的

使用技巧!接受技术训练!然后又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不断与

理(工人员一起改进这些设备与器械!并扩大其适应证$手术

风险减小!输血(抗生素使用减少或不再需要!住院时间缩短甚

至成为无需住院的门诊手术$因此!可以预见!微创外科的发

展!在渡过观念(设备(技术更新的阶段后!将会使医疗费用下

降!手术安全性和有效性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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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技术互补"整体治疗%的思维

中西医结合是在传统中医与西医合作的基础上!用现代科

学知识和方法发掘(整理(研究中医药学!丰富现代医学和科

学!发展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统一的新医学的过程$中医学和

西医学的产生从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理论体系(研究方法(认

识论(病因(病症(治法(方药上均存在差异!二者的结合是一个

有机的(融会贯通的(深层次的(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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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两种

医学很难结合!但在骨科治疗领域却可以实现技术互补$中西

医结合研究已有近
1&

年的实践!中国医学界为推进中西医的

结合付出了整整一代人的努力!其进展和成就是巨大的!对于

中西医结合来讲!

%!

世纪将是决胜的世纪!要实现新的突破和

长足发展!应当有必要的历史深度和时代高度的理论思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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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年的实践做出理性思考的总结!对于面临的矛盾和困难要

以历史的和发展的观点来分析!对于中西医结合要有更加深刻

和准确的理解!对于中西医统一的必然性和条件性要有规律性

的认识和解释!克服认识上的一些模糊和混乱$中医强调整

体!而西医更注重微观$中医学理论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

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沟通联络其它脏腑组织器官形成统一

体$各脏腑组织器官和物质基础之间存在着多重联系!相互为

用!构成内在的统一体$在与自然界关系中提出)人与天地相

参*!强调人体生理病理随自然季节(月相和昼夜的变更发生节

律性变化!这种节律与自然节律是同步的!因此在病理上!强调

人体这种时间节律对疾病发生(发展的影响!研究疾病发生的

原因和条件及各种症状产生的机理等!来分析病因(病性和病

位!选择最能确切反映机体内部情况的外部指征!利用宏观整

体辨证方法!确立诊断治疗$西医理论体系从微观着手!在人

体生理功能的研究上!从最基本的病变研究着手$在病理上除

了功能上的病变外!在致病因素上提出细菌(病毒等致病因素!

在发病机制的探讨方面!充分借用分子生物学等现代医学技术

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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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注重微观的最大特点所带来的局限性

而忽略了整体!也阻碍了西医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中西医结合

基础理论的研究采用哪种更有效的模式去研究!才能打破中医

与西医基础理论的固有对立!才能达到两种医学体系的和谐统

一!从而建立一种更先进的(能指导现代医学以及未来医学发

展的医学理论体系!即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体系$对于这个问

题!众说纷纭!很难达成统一$中西医结合有很多内容可以探

索!但不应花费很大力气证明谁更科学!或用一种模式替代另

一种模式!只要存在的就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必要性$只要能提

高临床疗效!其结合就是有必要的!就是有生命力的$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因此!在不断进行有益的探索!并提高疗

效的基础上!中西医结合就一定能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不断

发展与探索中西医结合的模式与方法!将现代科学与中医有机

地结合!必将带来中医药发展的崭新阶段$只有发展才是一个

学科具有生命力的最重要的前提!目前!对保留发展中西医结

合的这种重要性!也一定会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及对自身认识

的深入!得到应有的重视$

#

!

加强理论学习和技术训练"完善应用研究

在学习新技术和新理论的同时!不应忽视对基础知识(基

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学习提高$骨科医师需要的基础知识包

括+解剖知识(影像学知识和各种治疗技术$基本理论包括+正

确认识组织修复(重建和替代的治疗原则!熟悉康复理论$不

能否认!运动医学中!治疗手段是一门技巧性非常强的操作!临

床上经常可以看到相同的治疗方式!因医生的操作不同而患者

得到了不同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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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关节镜技术的深入发展为微创

治疗关节内骨折提供了新的途径$该技术优势包括+"

!

#直接

提供良好的关节内视野!准确了解关节内各结构的损伤,"

%

#在

特殊器械的帮助下!能基本保证骨折的准确复位!从而保留了

关节的功能,"

$

#直接观察骨折块固定后的稳定程度!以及判断

膝关节在屈曲活动时!骨折块是否稳定!这对术后康复很重要,

"

2

#可以直接清除脱落的软骨片(小骨片和血凝块等,"

1

#可以

同时处理关节腔内发现的其他损伤病变!如半月板,"

#

#切口

小(手术时间短(感染概率减小,"

3

#整个手术创伤小!术后患者

康复快!住院时间减少!关节功能恢复满意%

"<!&

&

$但是!这个前

提是要熟练掌握关节镜技术!需要进行系统的训练$因此!在

掌握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后!还应刻苦训练基本技能!应养

成多看(多想和多练的学习步骤!要牢记)业精于勤!业精于思*

的朴素道理$

骨科与运动医学的治疗既要讲继承!又要强调创新和发

展!而这离不开严谨的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人类探索未知!

创造(发展和应用知识的认识活动过程!其内涵和外延非常丰

富!概括起来包括创造知识!即探索未知领域!及整理知识即对

已有知识进行分析鉴别和应用$医学科学研究是探索人体生

命本质和疾病相互转化的规律!寻求防病治病和恢复健康方法

的认识活动!因此!科学研究的本质特征是创造性!并同时具有

探索性(继承性和复杂性的特征$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创新

性(科学性(可行性和实用性$科学研究的程序主要包括科研

选题(课题设计(实验观察或调查(实验结果及资料的加工整

理$总结分析并提出研究结论(撰写研究报告或申请专利与推

广应用等$简而言之!目前骨科领域的大量应用研究需要整

理!保证其科学性!并且规范化$只有这样!这些骨科诊疗技术

才便于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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