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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治疗的信息化数字化研究
Informational digital research on the treatment for fra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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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折是人类医学的永恒课题 ,是严重影响人们健康和劳

动能力的常见、多发损伤 ,各国政府和相关的组织机构每年都

要为此投入大量的经费。入世以后 ,国外骨折治疗的新技术、

新方法和新器材大量涌入我国市场。10 年前几元钱 1 颗的

螺丝钉现在卖到几百元 1 颗 ,几十元 1 根的髓内钉现在卖到

几千元 1 根。在这种形势下 ,如何保持和发扬中医骨伤科的

骨折治疗特色与优势 ,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新问题。

手法复位、骨牵引、夹板和外固定器固定疗法是中医治疗

骨折的经典方法 ,其方法符合骨折愈合的自然规律 ,适应骨折

愈合的局部应力需要。方先之、尚天裕教授创立的骨牵引结

合夹板固定治疗股骨干骨折在 20 世纪 70 年代曾经被西方权

威的骨科教科书《骨折 ( Fracture)》引用。但是 ,由于种种原

因 ,钢板和髓内钉固定治疗骨折成了主流技术 ,滥用切开复位

内固定造成的骨折延迟愈合及不愈合 ,误用闭合复位外固定

造成的骨折畸形愈合及缺血性肌挛缩时有发生。然而 ,任何

一种骨折治疗方法都具有可取之处 ,也必然存在某些欠缺 ,不

可能是完美无缺的。骨折的情况十分复杂 ,可能在这种情况

下适用的方法 ,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不妥。对骨折治疗方法的

选择只能有一个原则 :取长补短。选择的依据是对各种方法

优缺点的全面了解及比较 ,对具体病例的正确认识与分析。

骨折治疗的手术疗法、非手术疗法和介乎两者之间的有限手

术疗法 (半侵入) 都各有其适应证。应根据具体骨折情况、设

备条件、技术能力和个人经验辨证施用 ,假若非手术疗法能取

得手术疗法同样的效果 ,还以非手术疗法为宜 ,人们应该去做

那些非做不可的手术 ,而不要做那些想做和能做的手术。骨

折的愈合有其自身的辨证规律 ,任何治疗方法只有遵循这个

规律才能发挥有益的生物学和力学效应。如何合理运用现有

的骨折治疗方法 ,探索新的骨折治疗方法 ,坚持骨折治疗的信

息化、数字化研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信息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及其运动状态的表征 ,信息

通过物质载体以消息、情报、数据和信号等方式被表达 ,并进

行传递、交换和调控。近年来 ,在骨折愈合的生物信息研究方

面有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性工作 ,在组织学、细胞学、蛋白质和

基因组学方面都有一些好文章问世。借助生物力学和生物工

程学的方法 ,使我们能够通过传感器电测技术、光导纤维在体

植入观察与 X线灰度分析的及超声显微镜等现代科技方法 ,

研究骨折断端受力、肌肉动力、骨痂密度、血管再生与骨折愈

合的关系 ,进而分析骨折愈合的应力适应性。对骨折愈合过

程活体断端力学环境、活体组织学变化过程及愈合组织的物

质梯度连续变化进行实验和理论研究。在信息调控方面主要

集中在以下方面 :断端受力与骨折愈合的关系 - 理想的骨折

愈合与最佳的应力状态相应。肌肉动力与骨折愈合的关系 -

肌肉动力是应力适应的反馈调节因素。骨痂密度与骨折愈合

的关系 - 骨痂密度是应力适应的反馈结果。开展这些定性、

定量测试 ,对骨科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现有工作的

基础上 ,进一步深入开展科研工作 ,可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

合骨科临床及基础研究提供基础性数据。并且在这些研究的

基础上建立一个空间稳定、应力、适应、结构优化、实时调节的

骨折治疗系统[124 ] 。

建立这一系统的首要任务是各项临床参数和基础研究数

据的检测、积累、分析、应用。临床数据的采集是工作量大、涉

及面广、耗时长的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牵引力与肌

张力的相关参数 :利用传感器采集骨折治疗过程中牵引力、牵

引方向、牵引点和被牵拉部位的肌张力 ,分析其相关性。夹板

压力与血运的相关参数 :利用传感器检测夹板对骨折肢体的

压力 ,并采集肢体末梢的血运参数 ,分析其相关性。愈合时间

与功能恢复的相关参数 :在骨折的不同时期观察患肢的负重

能力 (与对侧肢体对比)和相邻关节的活动度 ,分析其相关性。

X线灰度与愈合时间的相关参数 :在骨折的不同时期应用标

准化 X线摄影方法 ,观察骨折端 X线灰度与愈合时间的相关

性。愈合质量与愈合模式的相关参数。以上因素的综合相关

性 :如不同的牵引力、肌张力与 X 线灰度、骨折愈合时间、愈

合质量、愈合模式、功能恢复的相关性。通过对以上各参数的

综合分析 ,寻找不同治疗方法治疗骨折的最佳数字化模式 ,便

于临床医生掌握 ,提高骨折治疗的质量。实现这一设想的必

要条件是 : ①用于临床监测的力学传感器 ; ②用于骨关节功能

检测的力与关节活动范围检测仪 ; ③具有数字显示功能的骨

牵引、夹板和骨折外固定器 ; ④以患者信息为核心 ,医疗信息

为主线的全方位立体网络系统。

基础研究数据的积累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季节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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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人预言 ,在 21 世纪 ,骨伤科的外科方法将逐渐被内科方

法所取代 ,这一看法有其相应的社会背景和科学背景。随着

社会文明的进步 ,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疾病谱也在不断的改变。尤其是人类基因密码的破译 ,使得

很多疾病的病因得以明确 ,随之而来的新疗法及新药物必将

不断问世。近 20 年来 ,科学技术呈爆炸性发展 ,新技术、新发

现层出不穷 ,建立起很多新的学科 ,分子生物学的出现揭示了

生命过程中的分子基础 ,电子学、波谱技术以及化学各分支学

科的发展 ,又使得对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进一步

深入。结构生物学为药物作用的靶分子提供了详尽数据 ,为

药物的科学设计打下了基础。基因重组、分子克隆技术的出

现 ,使人们获得了一大批有治疗价值的活性蛋白、激素、疫苗。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 ,揭示了很多功能基因和疾病基因。

计算机的应用又衍生出生物信息学这一新学科 ,使人们有可

能预测一些可用作药物治疗的靶分子。同时也可以通过计算

机分子图形学的技术去预测一些靶分子的结构 ,并有目的的

修饰某些已知结构和创造新的功能分子。在如此大量的信息

技术背景下 ,我们尤其应该注意以下方面 :首先是中药在多层

次、多靶点对骨折愈合的影响 ,中药能够促进骨折愈合这是一

个不争的事实 ,但怎样促进骨折愈合却是个临床的难点和科

研的热点 ;其次是功能活动对骨折愈合的影响 ,功能活动既是

骨折治疗的目的 ,也是骨折治疗的手段 ,研究不同条件下功能

活动对组织、细胞、蛋白质、基因间的力学特性的影响不但是

对医学的挑战 ,也是力学方面的新知识增长点 ;再次是如何建

立适用于各种研究需要的模型 ,科学合理的模型是达到科学

研究光辉彼岸的船和桥 ,从某种意义上说 ,方法学的突破是一

项科学研究成果的制高点 [5 ,6 ] 。

从临床数据采集 - 数据分析 - 计算机逻辑模型建立 - 应

用物理模型建立 - 系统网络的建立是是实现骨折治疗方法数

字化、信息化的关键 ,最终目标要建立以下三个分级的系统 :

以患者为核心的医疗系统 :骨折分类、方法选择、愈合过程监

控、愈合质量评估、疗效评估。以医疗单位为核心的服务系

统 :各类临床参数的采集、数据分析、逻辑模型的建立、物理模

型的建立及生物反馈调节。以行业为核心的评价系统 :通过

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比研究 ,建立中医治疗骨折方法的规范

化、系统化临床评价方案 ,研制相应的骨关节功能检查器械。

这样一个涵盖了医疗、医技、科研、远程医疗等功能的骨折治

疗系统是基于以患者信息、医疗信息、检验信息、科研信息、药

学信息、医学影像信息、医院管理信息和办公自动化系统等大

规模整合的信息管理系统。形成一个以患者信息为核心 ,医

疗信息为主线的全方位立体网络系统。利用医学影像技术、

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实现对医学影像信息进行

获取、存储、查询、统计、观察比较、数据分析和进行异地通讯

的功能。并可运用计算机技术对医学图像进行数字化处理 ,

大量靠肉眼无法分辨的信息可通过计算机的图像处理获得。

数字图像可以放大缩小、增强、进行锐度调整和窗宽窗位调

整。对图像面积、周长、灰度、超声特性进行测量。另外使用

聚类分割技术 ,可对不同密度的组织进行组织分类 ;处理图像

计算不同组织的面积并对其进行提取、计算、识别和分类 ;对

图像的结构进行分析等。运用计算机技术 ,将 CT 等成像设

备得到的人体断层二维图像序列 ,重组成三维图像数据 ,并在

屏幕上形象逼真地显示人体器官的立体视图。还可通过远程

医疗系统实现多中心的数据传输及信息资源共享 ,并可通过

该系统与各中心进行会诊和病例讨论。患者各种信息 (包括

数据、文本、影像等) 都可随时进行调用、整理、汇总、统计、分

析、处理等 ,各部分之间信息高度共享。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骨折治疗的信息化、

数字化研究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领域 ,我们相信经过几代人

的不懈努力 ,多学科的协同参与 ,会迎来光辉灿烂的明天。

参考文献
1 邹炳增 ,董福慧 ,钱民全 ,等. 骨折愈合过程中骨痂力学强度与骨痂

灰度相关性研究.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7 ,17 (11) :663.

2 李可心 ,尚天裕 ,董福慧.“动静结合”骨折治疗原则生物力学基础

研究. 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 ,1998 ,6 (1) :9.

3 关继超 ,钟红刚 ,董福慧 ,等. 肌肉动力与断端显微位移的动态观

察. 中国骨伤 ,1998 ,11 (4) :11.

4 董福慧 ,赵勇 ,关继超 ,等. 骨折愈合的应力适应性研究. 中国骨伤 ,

2001 ,14 (1) :14.

5 董福慧 ,郑军. 在人类基因组学基础上构建骨折治疗的基因 - 中药

谱系的设想. 中医正骨 ,2000 ,12 (2) :45.

6 董福慧 ,郑军 ,程伟. 骨碎补对骨愈合过程中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3 ,23 (7) :5182521.

(收稿日期 :2004 - 07 - 03 　　本文编辑 :李为农)

·读者·作者·编者·
关于“桡神经内移在肱骨中下段骨折内固定术中的应用”是否有抄袭之嫌的问与答

编辑部的老师 :

贵刊 2002 ,15 (10) :621 之文“桡神经内移在肱骨中下段骨折内固定术中的应用”为何与《中华实验外科杂志》,2002 ,19 (6) :

554 所载“桡神经内移在肱骨中下段骨折内固定术中的应用研究”有惊人的相似 ? 是否有抄袭之嫌 ? 求解。
一名读者 　　

2004110111 　　
　　首先感谢该读者的监督。根据有关机构的规定 :凡属原始研究报告 ,同语种一式两份投寄不同杂志 ,或主要数据和图表相

同 ,只是文字表达可能存在某些不同之处的两篇文稿 ,分别投寄不同的杂志 ,属于一稿两投 ;一经为两个杂志刊用 ,则为一稿两
用。该读者反映的情况属实 ,经核实两篇文章的主要数据是相同的 ,且出自于一个单位 ,属于一稿两投和一稿两用范畴。本刊
已将此事件向作者所在单位进行了通报。为维护广大读者的利益 ,纠正学术界的不良风气 ,希望引起广大作者的重视 ,尤其是
各单位主管学术机构的部门要严把审核关。杜绝类似事件发生。欢迎广大读者监督。

本刊编辑部 　　

·2· 中国骨伤 2005 年 1 月第 18 卷第 1 期　China J Orthop & Trauma ,Jan. 2005 ,Vol. 18 ,No.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