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中医药2010年3月第5卷第2期

关键词骨折不愈合

骨折不愈合与哥本哈根会议

孟和王德龙

(中国中医科学院骨科研究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北新仓18号，100700)

1根本哈根会议宗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

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于2009年12月

7日一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192个国家的

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们在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会

议，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

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

歌本哈根会议的宗旨就是要降低全球的碳排放

量，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目前全球已

经对这个状况形成一致的看法——就是要节能减排，

过低碳生活。工业革命是以机器的大规模应用为特点

的，使用机器的确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工业革命

所创造的这种发展观念对于后世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

响，首当其冲的是现代工业过分依赖能源，对于能源的

大量开采、消耗，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消耗能源所产

生的二氧化碳也使得地球的温室效应日益严重。

2骨折不愈合的治疗

讲到人与自然和谐，在骨科方面更要重视这些内

容。在骨科的历史上，最早期的骨折治疗的确是人与

自然和谐的体现，但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没

有合适的器械作为辅助手段，骨折治疗的效果往往不

甚理想。在工业革命之后，由于生产力迅速发展，骨科

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各种骨科复位、固定的器械应运

而生，涌现出了各型钢板、髓内针等内固定器械，以及

霍氏架、伊氏架等外固定器械。当时看来是极大的解

决了骨折复位、固定的问题，骨折整复固定效果较以前

有很大的提高，但是随着骨科治疗理念的不断发展，尤

其是人们对于过去发展道路的反思，那些以前认为非

常先进，人们争相追捧的器械、疗法也出现了一系列的

问题。比如加压钢板会破坏骨折端血运、产生应力遮

挡，扩髓应用加锁髓内针也会破坏断端血运等。由此

就出现了骨折的迟延愈合、不愈合。人体作为一个有

机的整体，是通过骨骼提供支持，肌肉提供动力，神经

进行感觉和控制，配合协同完成各种动作。在这个系

统中，能量需要靠全身的血液循环系统来提供，无论是

在正常的活动中，抑或是在骨折之后，骨以及肌肉的血

运都是重中之重，破坏了血运就相当于切断r骨折断

端的营养、修复原料的供给，骨折必然会愈合得很慢。

骨折的治疗目的是要以尽量小的损伤，达到最好

的愈合效果，将患者的痛苦与负担最小化。骨折的愈

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骨折治疗中，首先是要将错位

的骨折端进行复位，然后加以同定，为其自然愈合创造

良好的条件。中国人所说的“伤筋动骨一百天”。从

中西结合治疗骨折这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来看，大多数

患者可以8一12周拆除外固定，且肢体的功能恢复良

好，不会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中丙结合治疗骨折是

以现代的解剖学以及生物力学为基础，结合中医的经

典的理念和经验，用很小的损伤恢复骨折断端的生理

应力状态，最大限度保护了骨折端的血运，给断端创造

骨的自然愈合的环境，从而使得骨折更快更好的恢复。

3 从哥本哈根会议和骨折不愈合看人与自然的谐合

人类违背自然规律，无止境地排放二氧化碳，最终

的结果就是全球气候变暖，人类将逐步失去赖以生存

的淡水；骨科治疗不遵从自然规律，用大切口、坚强内

固定来代替骨的正常结构和生理应力状态，最终的结

果将导致骨的迟延愈合和不愈合。由此可见，大到人

类的命运，地球的未来，具体到骨折治疗，都要无时无

刻的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这一切都是值得我们

反思的问题，不仅是在具体的某件事，比如骨折治疗

上，而是要在思想论和方法论的层面上提倡回归自然，

遵从自然规律，走出一种精明的发展道路。

二十一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医学作为生物学的

一个重要分支也是今后发展的热门之一。工业革命已

经完成300多年了，但是对于生物学的研究还处于起

步状态，还有很多的未解之谜。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

是建立在对过去不断总结之上的，对于医学的研究没

有捷径可以走，不能像工业革命提倡的“征服自然”那

样，违背自然规律地“创造”一些新的观念。中国哲学

讲求适度，这种观点对于医学的发展也有其指导意义。

也就是说，医学的研究和发展不可以投机取巧，要脚踏

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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