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骨伤 ２０２４年 １月第 ３７卷第 １期 Ｃｈｉｎａ Ｊ Ｏｒｔｈｏｐ Ｔｒａｕｍａｔｏｌ，Ｊａｎ．２０２４，Ｖｏｌ．３７，Ｎｏ．１

通讯作者C朱立国 o ｍａｉｌCｔpｍyｐｉｎri１g３．pｏｍ
Ｃｏｒｒryｐｏｎhｉｎt ａｕｔｈｏｒC(c)  ｉ tｕｏ o ｍａｉｌCｔpｍyｐｉｎri１g３．pｏｍ

随着人口老龄化及社

会生活方式的转变C 骨伤
科疾病发病率呈逐年上升

趋势C 已成为威胁我国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大公

共卫生问题o 近年来C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 p实施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yCrp健康中国 ２2３0y规
划纲要0要求-开展健康骨
骼专项行动yo 相关政策与

规划的出台C标志着在后疫情时代发展坐标系上C适
时提出并开展骨健康计划C 充分挖掘中医药服务骨
健康潜在价值具有重大战略意义o 这是骨伤科主动
应对老龄化社会的责任与担当C 也是中医药学融入
健康中国行动的有效切入点C 更是新时代赋予中医
骨伤科学的历史使命o
2 实施骨健康计划的战略意义

当前C 我国骨伤科临床实践已从急性创伤疾病
救治为主C 转变为骨与关节退行性疾病i 骨代谢疾
病i运动损伤等疾病为主的发展阶段g着眼骨伤科研
究领域C伴随人类社会由-信息时代y向-概念时代y
的快速转变C 骨伤科疾病的研究视角与思路也正经
历从局部到整体i从单维到多维i从静态到动态i从
线性到非线性的纵深发展h 骨伤科领域正被赋予多

学科交叉融合属性C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拓展C体现
了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h

-十四五y 时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
-战略窗口期yh 以骨伤科常见病t多发病为抓手C从
全生命周期视角构建贯穿骨伤科疾病预防i诊断i控
制i治疗i康复的防控体系C有助于疾病的早期筛查i
准确诊断i有效干预和动态监测C最终实现骨伤科疾
病的全程有效管理o 在我国人口结构转型变化的重
要历史时期C构思提出并深入推进骨健康计划C将为
实现我国-健康老龄化y做出重要贡献o
( 中医药助力骨健康防控体系建设

未来 -B１2 年C秉持骨健康的理念C应首先持续
发力骨健康公众教育C 进一步加快推进骨健康相关
概念的普及与推广e在有关政策支持与指导下C有序
开展骨健康重点人群的广泛筛查与动态监测e 着眼
国家与民生需求C依托相关项目课题C前瞻性构建并
持续维护骨伤科疾病专病队列C促进骨伤科理论i临
床i基础i转化i交叉研究的同步发展e制订符合我国
国情与人口体质特征的骨健康相关疾病临床路径i
诊疗指南i专家共识和质控标准C建立以-家庭j社
区n医院n疾控y 四级联动的骨健康服务网络和一体
化管理模式h

中医骨伤诊疗技术在防病治病过程中具有独特

优势C近年来C得益于医疗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C
中医骨伤科在临床诊疗与科学研究领域均取得了重

大突破h落脚到骨健康理念的整体构思C中医药在其
中的角色不可或缺C 将为骨健康防控体系的整体构
建不断注入新的动能h

构建中医药防控体系对实施骨健康计划的

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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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预防诊疗体系

骨健康相关疾病预防诊疗体系建设C 是关乎人
民群众骨骼健康o 缓解骨伤科疾病公共卫生负担的
重要保障p中医学治未病理念广博而灵动C病证结合
路径历久弥新y 因此C在该理论和思路指导下C明确
骨健康相关疾病常见危险因素和中医证候C 通过判
别 r预测模型实现重点人群的发病风险评估i疾病诊
断识别o治疗效果评价与发展转归预警C是骨健康预
防诊疗体系构建与骨健康相关疾病全程管理的基础

和核心环节y
将病证结合慢病风险评估理念应用于临床实

践 g４hC围绕诸如颈椎病i腰椎间盘突出症i膝骨关节
炎i骨质疏松症i各类骨折等重大疾病C前瞻性构建
并持续维护专病队列C 推进开展全国多中心i 大样
本i长时程系列临床研究C以追踪疾病终点结局为指
向C筛选验证骨健康相关疾病的危险因素i中医证候
与特征症状群C遴选核心结局指标集C有意识地聚焦
独具特色的中医骨伤科适宜技术与中药品种C 明确
其临床疗效C将对重点人群的早期预防i精准诊断和
有效干预具有重要意义y
２． ２ 科学研究体系

中医理论有t肾藏精C精生髓C髓养骨(t肾充骨
强(t脾健肉丰(t骨肉相亲(p 结合中医理论C在t神
经c内分泌c免疫(功能网络it骨骼c肌肉(分泌因子
串话效应等研究证据提示下C 进一步指明了未来骨
健康相关疾病领域研究方向C 即以 t肌肉c骨骼c骨
髓(为研究主线C深刻阐明骨健康相关疾病的核心发
病机制及中医药疗效机制i 刻画微观途径与宏观表
型的内在联系i 明确疾病网络中的局部调控与全局
响应关系i探索疾病本体与外界环境的互作适应等p
同时C 既要从横向视角关注骨健康视域下的共病研
究C又要从纵向视角聚焦骨的生长发育i稳态维持i
衰弱老化i再生修复等不同阶段C最终构建起纲举目
张i纵横交错的骨健康科学研究体系p

此外C 还应关注到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C 近年来正不断赋能中
医智能装备C极大促进了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C大幅
提速中医药现代化与产业化g２hp 在骨健康科学研究
过程中C未来还应基于临床生物样本库i病例资源库
等关键性基础设施平台C有机融合生物组织工程i生
物信息学i系统生物学i人工智能等新技术i新方法C
注重从原始创新到重大应用的 t全链条( 式转化研
究C为骨健康计划奠定新的基石p
２． ) 管理服务体系

骨健康的管理服务应是一个动态i连续的过程C
需要对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最小单元的重点人群

实施长期i动态i全面地监测C并定期下沉家庭进行
随访C进而达到个人骨健康的促进作用p

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C此
外诸如治未病等特色理念C导引功法i穴位按摩等中
医适宜技术C也极具基层推广应用价值p近 １０年来C
我国已经相继出台 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技术规
范2g３ho 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 0２０１0c２０２０ 年-2
等政策文件C 为各基层卫生机构规范有序开展中医
健康管理服务工作提供了支持与保障y 中医健康管
理服务不仅能对骨健康相关疾病群体起到积极预防

作用C更在预后康复领域提供多元化干预手段C充分
彰显中医特色与优势y因此C要发挥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哨点监测作用C 强调家庭在骨健康相关疾病患
者管理中的堡垒作用C加快构建t家庭c社区c医院c
疾控(四级联动的服务网络C并融入中医治未病思想
与康养特色干预手段C 实现全方位的骨健康管理服
务体系构建y
) 小结与展望

骨健康计划旨在深入贯彻落实  t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2指导思想基础上C围绕健康照护的
促o防o诊o控o治o康六个方面C构筑以骨科疾病为载
体C其他多系统o多组织o多器官协同交互的贯连整
体C最终实现疾病的共同有效管理y 而在过程中C蕴
含深邃思想与特色价值的中医药学必将彰显其独特

魅力C有效助力服务骨健康计划y持续探索中医药在
骨健康全生命周期防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C 将进一
步助力t健康中国(战略C并对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o
主动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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