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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退行性疾病是骨伤科临床的常见病r 多发
病t主要包括颈椎病r腰椎间盘突出症r退行性腰椎
失稳r腰椎管狭窄症等a脊柱退行性疾病患病率已成
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t 北京地区颈椎和腰椎
退行性疾病患病率分别为 p３．gD和 j．０Dt颈部和腰
部疼痛是最常见的临床症状t 治疗方法包括非手术
治疗与手术治疗t治疗目的是消除或减轻临床症状r
改善功能并最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劳动能

力 0pea 中医骨伤科学历史悠久t具有丰富的学术体
系t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a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
与发展t中医骨伤专科在继承传统特色优势的同时t
不断吸收和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诊治

疾病a 中西医协作在治疗脊柱退行性疾病方面具有
显著的优势t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技术融合创新t为
该类疾病的干预提供新路径a
a 脊柱退行性疾病的临床特点

脊柱退行性疾病主要表现为疼痛r麻木r僵硬t
常可出现功能活动受限等一系列临床症状t 严重者

可导致瘫痪r大小便失禁t其中疼痛是影响患者生活
质量最主要的因素a 以腰痛为例t２０pi 年世界卫生
组织发表的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统计t 在 pjB 个国家
和地区 ３B４种疾病中t 腰痛一直位居发达国家和欠
发达国家疾病负担指标伤残调整寿命的首位t 是全
球生产力损失的首要原因0２ea

绝大多数患者可经非手术治疗治愈或缓解临床

症状t以神经根型颈椎病为例t临床 j０D的患者可通
过非手术治疗缓解临床症状和体征t 另 p０D的患者
经非手术治疗无效后行手术治疗0３ea 在治疗方面t应
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案t 手术治疗需严格掌握手术适
应证t常见的非手术治疗方式包括西药r运动疗法r
物理治疗r手法和针灸治疗等0４-Bea
C 中西医结合治疗脊柱退行性疾病的思路

坚持中西医并重t 融合中医特色优势与现代科
学技术是中西医结合治疗脊柱退行性疾病的核心思

想a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Cop2诊断上病证结合a骨
伤科特点之一是中r西医在疾病诊断上高度一致t包
括病名一一对应t在疾病分期r疗效评价标准等方面
具有相似性t 这为中r 西医诊治疾病奠定了良好基
础a根据疾病的发生机制与中医认识t可体现疾病诊
断r分期与证候分类相结合t局部病理改变与中医病
因相结合t 以此指导脊柱退行性疾病的临床治疗a
o２2治疗上优势互补a 中医的治疗手段较为丰富t西
医的治疗方式针对性较强a因此t应强调疾病与治疗
方式的对应关系t在中西医各自理论的指导下t选择
最优的治疗方法t并将其贯穿于治疗的不同环节a二
者有机配合t 互相补充t 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治疗优

中西医结合治疗脊柱退行性疾病的思路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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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C取长补短C针对疾病的不同阶段C形成闭环治疗o
中药与西药共用p手法复位固定与手术并举p外用与
口服结合p中医导引与现代康复技术互参C形成优化
的治疗方案o在治疗手段上应与时俱进C借鉴人工智
能p人体工程p机械工程p大数据等先进技术C将西医
手术p中医手法等向机械智能化方向发展C最大程度
地发挥中西医各自的治疗优势o y３r 理论上相互为
用o 如骨折的分期治疗C在不同的骨折愈合阶段C西
医从病理生理学角度可分为 ３ 期i 中医骨伤科讲究
骨折 ３ 期辨证C初期行气活血p化瘀止痛C中期化瘀
生新p接骨续筋C后期补益为主p活络舒筋为主治疗o
骨质疏松性骨折在胸腰椎发生较多C 治疗时强调中
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十六字方针ggg动静结合p筋
骨并重p内外兼治p医患合作C在综合评估患者全身
状况p骨折部位p骨折类型p骨质疏松程度后选择手
术或非手术治疗h６to 中p西医对骨折的认识具有相通
性C从而指导不同干预措施在实践中的协同使用o

骨伤科诊断p评价与现代医学同步C治疗方法多
样化C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思路指导下C本团队形成了
独特的脊柱疾病中西医阶梯疗法C 在开展颈椎间盘
置换p寰枢椎融合p颈腰椎减压内固定p脊柱微创等
手术的同时C传承中医筋骨理论及特色疗法C面对脊
柱退行性疾病以非手术疗法为主的治疗现状C 深度
融合人工智能p生物工程等方法C传承与创新中医特
色技术C尤其针对手法为代表的的外治法难以重复p
难于量化p存在安全风险p培训效率低等瓶颈问题C
从规范p安全p有效及传承模式等方面全面提升了中
医特色疗法的技术安全和科学内涵o
( 中西医结合治疗脊柱退行性疾病的临床实践

(C o 高质量临床证据确定治疗优势环节

临床实践的过程是临床决策实施的过程C 高质
量的循证医学证据是提升循证实践能力的关键o 目
前中西医结合治疗脊柱退行性疾病的文献逐年增

加C但由于研究方案设计的局限性C绝大部分是小样
本的临床观察或者是短疗程p缺乏随访的疗效评价C
高质量的多中心p大样本p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缺乏C
对于临床证据的优选及整合造成困难o

针对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疾病特点C 结合中医药
治疗机制C团队创建了手法y旋提手法rp中药y颈痛
颗粒rp功能锻炼y颈椎康复操r组成的综合治疗新方
案o 在中p西医单一干预措施优选的基础上C国内
６ 家中p西医医院开展了 ４p０ 例多中心p前瞻性p随
机对照试验C证实中医综合方案y颈椎旋提手法y颈
痛颗粒y颈椎康复操r较西医综合方案y颈椎牵引y双
氯芬酸钠缓释片y佩戴颈围r疗效显著C在有效提高
愈显率的同时C６ 个月随访复发率中p西医综合方案

组分别为 p．４６rp２２．４irC中医综合方案组随访复发
率显著降低i受试者转手术治疗方面Cg 年远期随访
表明两组患者接受手术治疗比例极低hhto
(C t 制定与及时修订循证实践指南

加快中西医结合临床指南的研发C 充分挖掘中
医p西医和中西医结合在疾病诊疗过程中的优势C实
现中医与西医优势互补p相互融合C其中最能体现中
西医结合指南特点的就是中西医结合优势的关键问

题C即确定优势人群p优势环节p优化的干预方案p优
势结局hpto 随着证据的不断增加C一般 ２(３年更新该
指南o

腰椎管狭窄症的治疗策略包括非手术治疗和手

术治疗o 前者主要包括物理治疗p药物治疗p侵入性
非手术治疗和中医药治疗C 但对于重度及保守治疗
无效的腰椎管狭窄症患者则应行手术治疗o 临床实
践证实C 腰椎管狭窄症患者经手术治疗可在短时间
内快速缓解腰腿疼痛C 但减少术后并发症和复发仍
是重要问题o 目前临床研究证实中医药可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腰椎管狭窄症患者的临床症状及体征C达
到缓解腰腿疼痛p 促进神经功能恢复和提高患者生
存质量的目的o 中西医结合治疗在腰椎管狭窄症中
发挥协同作用C临床研究已证实其有效性o团队牵头
制定了c腰椎管狭窄症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C以中
西医临床关键问题为导向C遵循循证医学原则C客观
评价了腰椎管狭窄症中西医结合诊治证据C 治疗方
面的推荐意见包括基于辨证分型的经典名方p 中成
药p推拿p针刺p针刀p传统功法p腰椎管狭窄症术后
患者的中医药干预等内容C 以及对于非手术治疗无
效时C腰椎管狭窄症手术适应证及常见术式的选择o
( ( 建立辅助诊疗与决策支持系统

中p 西医干预措施治疗脊柱退行性疾病具有各
自的优势与局限性C 中西医结合在临床实践中常常
能够取得协同增效的作用o同时C脊柱退行性疾病的
管理需整合优势资源C覆盖多学科诊疗团队C中西医
结合治疗不仅仅关注患者疾病的某一阶段C 更要从
疾病的发生p发展及预后进行综合考虑o

腰椎间盘突出症为突出的椎间盘压迫神经根C
并继发局部的炎症水肿p功能障碍等病理变化C按疼
痛程度分为轻p中p重度o 中医学认为该病早期以实
证为主C到虚实夹杂C最后到虚证为主C符合现代医
学的研究理论o 团队联合全国 i０ 余家中p西医三甲
医院和知名研究机构协同攻关C 其中临床研究根据
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C 将病理机制与中医病机相结
合C 旨在突破中西医结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高证
据等级诊疗方案缺乏的瓶颈问题C 从而为中西医结
合治疗优化方案研究提供科学依据o在此基础上C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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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整合腰椎间盘突出症循证指南C专家共识C高级
别循证证据C专家经验等o运用人工智能C深度学习
算法构建数学模型o 研发具有辅助诊疗与疗效预测
功能的决策系统p决策系统通过规范诊疗标准C优化
诊疗流程o达到提高诊疗效率C节省医疗资源的目的y
ri g 人工智能领航治疗关键技术

骨科诊疗精准化h微创化C智能化的研究及应用
是骨科领域的前沿方向o 田伟院士带领的研究团队
近些年来围绕手术实操的关键技术及瓶颈问题主持

研发t天玑(手术机器人o目前可在  e 个部位进行手
术o 是具有广泛模块化的多部位应用机器人o 在精
度h适用部位h影像学的方法以及配准 j 个重要指标
方面远超其他国家的手术机器人c) p 最新研究证实o
机器人辅助椎弓根螺钉置入比徒手置入更准确o并
且第  代机器人辅助胸腰椎椎弓根螺钉置入准确h
安全c2B p

手法是中医骨伤科特色疗法o在治疗颈椎病h腰
椎间盘突出症h 退行性腰椎滑脱症等脊柱退行性疾
病方面具有显著临床疗效p然而在临床实践中o扳动
类手法属于操作类技术o操作不当可出现症状加重o
甚至在颈椎等解剖薄弱部位造成截瘫等严重并发

症p 因此o颈椎手法的安全性h规范化与传承模式研
究尤为重要p研究团队应用人工智能h生物工程等方
法o依据旋提手法操作的运动学特征h力学特征形成
的力学评价标准o 以旋提手法模拟加载装置为实践
平台完成了旋提手法智能教学机器人的研制 c22 o改
变了既往手法t口传手授(模式o开创了手法传承新
模式p
g 展望

实行中西医结合o发展传统医药学o不仅是把中
医和西医两种治疗手段叠加在一起o 而是要基于长
期的临床实践对临床瓶颈问题进行思考o 制定方案
时需要整合中医h西医两方面的认识o评价疗效需要
有科学的方法h 严格的证据评价以及更广泛人群应
用后的后效评价o共识疗效是前提o中医要认o西医
也要认p 总体而言o高质量的中医 p中西医结合骨伤
科原始研究证据仍然较少o难以有效指导循证实践p
鉴于此o 未来中西医结合治疗脊柱退行性疾病的临
床实践与科学研究应以提升临床疗效为根基o 积极
应用循证医学以及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与方

法o进而为骨伤科重大疑难疾病诊疗做出应有贡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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