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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月，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从武汉开始并迅速蔓延至全国所有省份，以

及境外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确诊患者不断增加，

截止 2020年 2月 14日 14时 30分确诊 63 936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1］。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命名为“COVID-19”，

即“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2］。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第四版)》的通知中提到该病毒属于 茁属的冠状
病毒，其基因特征与 SARSr-CoV 和 MERSr-CoV 区

别明显，乙醚、75%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等

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潜伏期为 1耀14天，多
为 3耀7天，传染源主要是确诊的患者及无症状的
潜在感染者，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气溶

胶和消化道途径尚待明确［3］。

由于无症状的潜在感染者具有一定的传染

性，疫情缓解尚需时日，对防治工作带来了巨大挑

战，尤其对基础疾病较多的老年人威胁更大。在疫

情形势严峻、疫情进入防控的关键阶段，如何做到

既能满足骨伤科患者的诊疗需求，又能保质保量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尽最大努力避免医护人员和

患者的感染、传播，以及如何科学、合理、有效地对

骨伤科疾病进行诊治成为现阶段需要关注的课

题。笔者现将针对这一课题，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办公厅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联合印发

的《新冠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所做思

考陈述如下。

1 疫情时期骨伤科疾病的诊疗方法

依据骨伤科疾病的特点，疫情时期骨伤科疾

病以颈肩腰腿痛为著。由于当前的工作重点向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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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防控倾斜，传统的诊疗模式不能满足患者“非必

要不出门”的防控措施，患者机体疼痛、活动受限，

骨伤科医生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架起与患者沟通

的桥梁，从而缓解看病难的问题，既满足了疫情防

控的需求，又便捷了患者就诊的需要，也是对传统

就诊模式的有益补充、突破和创新。

2 疫情时期骨伤科疾病分类诊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仍在肆虐，人群普

遍易感，尤其对于无症状感染者，其传播的隐秘性

更值得警惕，由国务院 2月 14日下午疫情发布会可

知，医护人员确诊感染已达 1 700多例，由此给医

务人员和就诊患者带来极大的挑战。此时，骨伤科

疾病分类诊疗显示出其必要性和重要性，首先可

降低非必需来医院就诊的非手术治疗患者遭受感

染的可能；其次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更能

有精力去处理必需手术患者，同时可降低医患交叉

感染的风险；第三可以节约紧缺的医疗物资，使其

能够精准用于危急重症患者。而祖国医学将骨伤

科疾病分为骨病和损伤两大类，疫情时期依据骨

伤病的分类、病因和病机，做到检查分类、先急后

缓、先重后轻，救治同步。

2.1 骨病 骨病包括骨痹、骨蚀、骨萎、骨痨、骨

痈疽、骨肿瘤、骨与关节先天畸形及地方病与职业

病；其外因多与外感六淫、邪毒感染、劳力伤害、地

域环境、毒物与放射线有关；内因多与年龄、体质、

营养障碍及先天缺陷有关；病机以气滞血瘀、气

虚、血虚及肾精不足、肝失调畅、脾不健运为主。

2.2 损伤 损伤依据具体部位可分为外伤和内

伤，外伤包括骨折、脱位和筋伤，内伤是指脏腑的

损伤以及暴力所引起的气血、脏腑、经络功能紊乱

而出现的各种损伤内证；按性质可分为急性损伤

和慢性劳损；依据受伤部位破损情况分为闭合性

损伤和开放性损伤；其外因包括外力伤害、外感六

淫以及邪毒感染，其中以外力伤害为著；内因多与

年龄、体质、解剖结构、先天因素、病理因素、职业

工种等有关；病机主要有皮肉筋骨、气血津液以及

脏腑经络损伤，正如明代薛己《正体类要》中所说

“肢体损于外，则气血伤于内，营卫有所不贯，脏腑

由之不和”［4］。

3 疫情时期骨伤科疾病的治疗

疫情时期非手术治疗作为骨伤科疾病的主要

方法，关键在于如何防控医患感染和传播，在严格

按照最新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的前提

下，可以采取一些确实有效的办法来阻止或减少

院内感染的发生：1)甄别患者：诊疗前先测体温，

询问病史及有无疫区逗留、确诊或疑似患者接触

史。2)自我防护：入科前测体温、戴口罩，严格采用

七步洗手法洗手。3)屏障保护：所有医护人员都戴

医用口罩，穿一次性隔离衣，戴手套、鞋套；工作

服、鞋、帽等定期消毒，笔、钥匙等用消毒液擦拭。

用一次性床单被罩并及时处理。4)区域保护：严格

区分污染、半污染及清洁区，物品在各区域不交叉

使用，不跨区域工作，各区域之间有缓冲间，严格

按照指南操作。5)医疗垃圾管理：所有可能或已经

污染的物品，做到就近销毁或者处理。6)通过移动

互联网对居家患者进行指导、咨询、康复治疗。

3.1 非手术疗法 骨伤科疾病的非手术疗法包

括内治法、外治法和其他疗法，内治法依据 3期辨

证可归纳为攻下逐瘀法、行气消瘀法、清热凉血、

开窍活血法、和营止痛法、接骨续筋法、补气养血、

补肝益肾及舒筋活络法等；外治法包括药膏、膏

药、药散、酊剂、油剂、热敷、熏洗及中药离子导入

等；手法包括正骨手法和理筋手法；其他疗法主要

有针灸、牵引、石膏固定、夹板固定及支具固定等。

特别提出的是中医学理论的特点是整体观念和辨

证论治，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性。不仅

骨伤科患者可使用中药进行防治，而且在疫情防

控一线的人员也可以用中药进行防治，充分发挥

中药在疾病防治中的独特作用。

对于骨病患者可将其分为慢性颈肩腰腿痛和

急性期的骨痨、骨痈疽及骨肿瘤等。目前疫情下，

慢性患者可在家通过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进行

心理疏导、疾病咨询、康复指导以及复诊等服务，

如可建立患者微信群对患者功能锻炼、药物内服、

中药热敷、中药熏洗、药膏、膏药应用等进行指导。

急性期患者可以先电话咨询或通过互联网让医护

人员提前准备，患者及家属进入医院后进行严格

排查，做好住院期间、转运途中、病房、手术室等相

关科室的消毒、防护工作，以兼顾疫情防控和患者

治疗的需求。

3.2 手术疗法 对于需手术治疗的损伤类疾病

应严格把握适应症：1)依据骨折是否与外界相通、

损伤的程度、整复后的稳定程度及合并症等情况，

对于开放性、不稳定、合并神经及血管等损伤的患

者可行手术治疗，对于闭合性、单纯骨折无合并症

患者，依据整复后是否稳定，结合患者和或家属的

意愿，经医院门诊处理后可在家继续治疗或通过

移动互联网指导患者康复及用药，必要时行手术

治疗。2)脱位患者在做好医患防护的同时，评估后

可经门诊处理后居家康复，对于确实难以复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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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可在麻醉下复位，对于合并其他损伤、开放

性、手法复位失败者可行手术治疗。3)筋伤患者一

般可通过用药、固定、功能锻炼等方式治疗，合并

其他损伤及病情复杂者，在做好病房、手术室管控

下行手术治疗。4)内伤由暴力引起人体内部气血、

经络、脏腑受损或功能紊乱而产生一系列症状，骨

伤科疾病的内伤由外力引起，一般包括颅脑损伤、

胸部损伤及腹部损伤。内伤之症，变化多端，要求

临床医生依据病情需要，通过立即会诊、转科等方

法，以挽救生命为第一原则。

4 疫情时期骨伤科疾病手术治疗的防控措施

手术是骨伤科临床常见的一种治疗方式，疫

情时期手术与平时相比，人员防护不论从思想上

还是具体措施上都较以往更严格，更应注重医护

人员、病房、手术室等相关科室及机器的防护；在

医疗资源紧缺的情况下，严格把握手术适应症，能

限期手术的不急诊做，能择期手术的不限期做。具

体防控措施如下［5］：1)手术室、手术台上医生、护

士实施三级防护；麻醉医生和巡回护士采用二

级防护，但应加带面罩；谢绝参观人员进入手术间。

2)患者防护：实施 2次筛查制度，患者入院时和进

入手术室前均进行病毒筛查，一旦疑似或确诊立

即取消或择期手术，当然对于危急生命的患者可

实施手术；手术时非插管患者带外科口罩；插管患

者术后规范消毒麻醉机等相关设备。3)器械处理：

扎紧双层医疗废物袋，并单独放置，及时收取并消

毒。4)布类处理：使用一次性布单，专人收取后及

时处理。5)手术室环境：疑似或确诊患者在负压洁

净手术室实施手术，注意压力参数。6)术后处理：

依照相关规范进行手术室、物表、转运床等消毒处

理，并更换过滤器，进行空气采样检测，待合格后

方可使用。可依据骨伤科疾病的特点结合创伤急

救原则将手术患者分为以下三类，特殊时期可有

效节约医疗资源、精准处理危急重症患者［6］。

4.1 择期手术 择期手术是指容许术前充分准

备或观察，再选择最有利时机实施手术，但手术时

机的把握不致影响治疗效果。骨病大部分患者可

行择期手术，如膝、髋关节的置换、腰椎间盘突出

症、颈椎病、股骨头坏死、良性骨肿瘤及先天性疾

病和地方病等。在当前疫情防控进入关键阶段，医

院物资较缺乏，为减少医患的暴露几率，临床医生

应严格把握手术适应症，对患者做好解释、安慰及

心理干预工作，并告知患者及家属可采取互联网、

电话等方式指导用药，待疫情平稳后再行手术。

4.2 急诊手术 急诊手术患者病情危重，病情变

化快，以复合伤为主，针对此类患者抢救生命为第

一原则，如开放性骨折、多发的复合伤、创伤性休

克、脂肪栓塞综合征、筋膜间隔区综合征、挤压综

合征以及合并大的血管神经损伤等，临床医生在

做好医患防护的前提下，在把握最新新冠肺炎诊

疗指南以及骨科手术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进

行术前准备，最短时间内行手术治疗。

4.3 限期手术 限期手术是指手术时间可以适

当延迟，但不宜延迟过久，骨肿瘤根治术、损伤后

肿胀严重的骨折以及基础病较复杂、较多的患者。

此类手术虽然没有急诊手术紧迫，但随着时间的

延长疾病可能会加重，从而失去手术机会。针对此

类手术建议多会诊、勤汇报，在当前形势下，一方

面大量医疗资源投入到抗疫前线，另一方面医院

人员相对密集、感染几率大，尽可能采取一些非手

术的替代疗法，待疫情缓解后行手术治疗。对于确

需手术的患者，在做好医护、病房及手术室防护的

前提下，尽力在短时间内做好术前准备，尽可能短

的时间内进行手术治疗。

4.4 手术方式的选择 骨伤科疾病的手术方式

可分为开放手术和微创手术，依据麻醉方式的不

同又分为局部麻醉、硬膜外麻醉、蛛网膜下腔麻醉

和脊椎麻醉以及全身麻醉下的开放手术，局麻或

全身麻醉下的孔镜手术。在疫情的关键时刻，对于

急诊和限期手术患者尽量做到三因制宜，减少医

患的暴露几率，节约医疗资源，服务更多患者。

5 小结

目前疫情仍十分严峻，已进入防控的关键阶

段，在精准防治下充分发挥中医药预防和康复的

独特作用，突出中医药治未病的特色，提倡保守治

疗和微创治疗，让患者在得到满意、科学、有效、合

理诊疗的同时，避免医务工作者、患者及患者家属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7-9 ］；同时将有限的医疗

资源分配给更需要的患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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