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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骨折可用中医手法复位”
王惠礼：骨折恢复要求严丝合缝复位

“中医骨科学是一门研究防治皮肉、筋
骨、气血、脏腑、经络等各种损伤性疾患的学
科。”济南市中医医院骨伤三科副主任中医
师王惠礼表示，中医手法复位不仅能避免手
术，而且恢复起来更快。

“大约50%以上的骨折都不需要手术，
能够通过手法复位。”王惠礼说。

口碑中医

一冬天为50骨折患者复位治疗

“采用不同的手法整复骨折移
位是中医骨伤科常用的办法，”济
南市中医医院骨伤三科副主任中
医师王惠礼提起中医正骨，便滔滔
不绝起来。

王惠礼介绍，“从西医来讲，解
决骨折的办法就是手术，利用钢钉
等将骨头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其中
有些手术引起了关节内粘连，反倒
影响了肢体功能。但是，中医手法
骨折复位除了关注骨头的复位情
况，更关注复位后功能如何。肢体
功能不仅靠骨头，还需要韧带、软
组织等共同作用。”

中医正骨手法历史悠久，“清

代时提出了正骨八法，包括摸、接、
端、提、推、拿、按、摩。正骨手法必须
稳、准、敏捷，动作连贯，力量要稳
重适当，不能用猛力和暴力。”

王惠礼说，“正骨复位最好是
一次就达到满意的效果，多次反
复的整复，往往会加重局部软组
织的损伤，使受伤部位肿胀更加
严重，而且有造成骨折愈合延迟
或关节强硬的可能。”

济南市民王大爷出门买菜
时，不小心滑倒摔伤。经过检查，左
小腿粉碎性骨折。王大爷已经76岁
高龄，而且身体一直不太好，几个
孩子都担心父亲的身体无法承受

手术。最后，经过判断，王惠礼主张
采取中医手法复位，用手法捏，将
骨折处顺起来以后，保障血液畅
通，然后外绑夹板固定。一个月后，
王大爷出院。

王惠礼表示，中医手法复位
不仅避免了手术，而且恢复起来
更快。据介绍，大约50%以上的骨
折都不需要手术，能够通过手法
复位。“不过开放性的骨折，基本
都需要手术，闭合性的骨折则大
部分不需要手术就能恢复。”在
2015年冬天，由于雪天路滑，王惠
礼已经为50余位骨折患者进行了
手法复位治疗。

断指千万不可直接放进冰块或冰水
随着治疗经验的累积，断指再

植现在是王惠礼的治疗特色和专
长之一。其中，创伤膏发挥了重要
作用。去年秋天，聊城一位40多岁
的男性患者被紧急送到济南市中
医医院。因为操作不当，该患者右
手被卷进机器，其中三根手指被截
断，手掌大面积皮肤被剥离。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紧张手术，
患者的三根手指都续接成功。然
而，住院治疗一段时间以来，患者
手掌的皮肤剥离面始终不能愈合。
本来打算取患者大腿处皮肤进行
皮肤再植，患者却强烈排斥。最后，
王惠礼建议使用创伤膏每天贴敷，
没想到，三周以后手掌面就恢复得

差不多了。
“除了用于断指再植，很多乳

腺手术、剖宫产、肿瘤术后的病人，
因为脂肪液化，伤口不容易封口，
用创伤膏的效果也很好。”王惠礼
解释道，“手术的病人，最怕伤口从
外面封口，里面化脓，最后伤口又
开了。创伤膏可以促进伤口从里面
慢慢往外长肉，最后达到彻底愈
合。”

最近，刚升级为妈妈的济南市
民张女士在享受喜悦心情的同时，
却一直忍受着身体的痛苦。由于生
孩子是剖宫产，伤口一直不见愈
合，而且伤口已经发生过一次感
染，不得不切除感染部分重新缝

合，重新缝合后还是愈合不好。王
惠礼为其开了创伤膏嘱咐其坚持
涂抹，一个月后伤口就愈合了。

在开展手指再植的过程中，王
惠礼发现，很多患者由于保存断指
不当，最后失去了再植的机会，导
致手指残缺，很让人痛惜。王惠礼
提醒大家，正确保存断指的办法
是：用干净的湿润毛巾或纱布将断
指包起来，密封在塑料袋里，并把
塑料袋放在冰水里，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医院。

“有些患者家属把断指直接放
进冰块里，送来后我们发现断指已
经冻伤，成活率严重降低，还有感
染的风险。”王惠礼说道。

高枕无忧？最好不高于6厘米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颈
椎病、腰椎病等已经成为骨科最常
见的疾病种类，不仅中老年人中多
发，二三十岁的青年人的发病率也
逐渐上升，不可小觑。王惠礼表示，
很多患者往往发展到了疼痛得无
法走路、甚至睡不着觉才来治疗。

“最重要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做好
预防。”

王惠礼认为，颈间腰腿疼类疾
病多数都是肌肉无法达到平衡的
结果，“例如我们伏案工作时，总有

一部分肌肉组织是处于紧张状态
的，如果长期不改变姿势，这些肌
肉组织就会痉挛，久而久之，损伤
越来越大。”因此，无论工作多么
紧张，每过40分钟左右最好都要
站起来活动一下，“不用太过讲究
颈椎操，活动活动身体就能得到
有效放松。”

都说“高枕无忧”，不过枕头高
了对颈椎来说却不是什么好事儿。
王惠礼建议，枕头最好不超过6厘
米高，低一些没关系，只要个人觉

得舒适就好。“现在不少患者流行
睡觉时在脖子底下垫东西，试图
恢复脊椎已经改变了的弯度，这
是不可取的。”王惠礼说。

此外，体育锻炼非常重要。
“在颈椎、腰椎疾病的急性发作期
可以停止锻炼，平时则要注意保
持锻炼，可以采取快走、慢跑等适
合个人的形式，锻炼身体肌肉的
力量，这样肌肉可以给予骨骼充
分的缓冲和保护作用，减少意外受
伤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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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晓丽

葛根20g，独活20g，木瓜30g，白芍20g，甘草6g，加水
500毫升，煮沸20分钟，药水服用，药渣沸水冲，代茶饮。
一服药可使用三天。

妙方
缓解颈椎痛

医术是救人之本，口碑是生存之道

一口气给病人补了18颗牙

53岁的济南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任邵林
琴至今保持连续治疗最长的一个纪录——— 6小时。

放在一般外科，6小时可能算不上太大的手
术，但在口腔科治疗，绝对称得上“大手笔”。常规
一次补牙只有1-2颗，1个小时左右就能搞定。6小
时连续一次性补18颗牙，难度可想而知。邵林琴告
诉记者，那次治疗她一口气从上午做到下午，持续
了6个来小时。治疗结束后，她又赶往省女子监狱
去做健康宣讲。从讲台上下来时，天已经黑了，那
时的她胸闷心慌，几乎站都站不稳了，赶紧吸氧休
息才慢慢缓解。

“好在不是天天有那种状况。”邵林琴笑言。但
这并不意味着平日里她的工作量会轻松。作为省
儿童口腔治疗名医，邵林琴平时每天的接诊量都
在30人以上。一到医院，她就几乎一刻不得闲。当
日采访时，她也只能给记者“预约”到中午吃饭的
一点时间，病人实在太多，空不出时间来。

“科里其他大夫的工作量一点不比我少。”邵
林琴说，平时该科门诊量大约100多人，到了寒暑
假，这个数字会翻一番。在这个科室里，按点吃饭
是一种奢侈，加班加点是常事。

“目前患有牙齿疾病的孩子非常多。”邵林琴
说，来看病的孩子，平均有6颗牙有问题，“家长一
定要帮助孩子们从小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
惯。”。

“给孩子看牙，1/3时间花在哄上”

“给大人看病，你只要告诉他需要做什么、注
意什么就行了，但孩子却不行。”该科护士长吉妍
洁说，儿童口腔科的医生如果花1小时看病，那么
其中至少三分之一时间，需要做孩子的安抚工作，
“有时这种安抚工作必须贯穿整个治疗过程。”

吉妍洁说，“哄”孩子必须从他(她)未进诊室就
开始，得用孩子能够理解的形象语言，比如“给牙
齿洗洗澡”、“为牙齿穿上保护衣”等语言，打消孩
子的恐惧心理。

“说实话，即便看了快30年儿童牙科，现在每
次还是高度紧张。”邵林琴说，磨牙的窝轮机钻头
每秒旋转20多万次，这样才能有效去除牙齿上龋
坏的部分，但如此高速旋转的钻头在空间狭小的
口腔内操作，碰到不配合的孩子，牙齿以外的软组
织就有可能受到伤害。

“有时候磨着牙，张着嘴的孩子突然感觉不舒
服，就会乱动舌头，甚至闭上嘴巴。”邵林琴说，这
时候即便经验丰富如她，也会无比揪心，“生怕不
小心伤到孩子。”

“想要孩子看好牙，家长配合好是非常重要
的。”护士长吉妍洁说，医护人员平时有很多哄孩
子的话，比如把牙钻说成“运垃圾的小火车”，把钻
头说成“抓虫子的小铲子”等，确保孩子配合大夫
看牙，“对口腔治疗不甚了解的家长们在边上说一
些话，反而容易引起孩子的恐惧。”

“寒暑假是儿童口腔科最忙的时候，别人家孩
子放假可以出去玩，我们却忙得顾不上自己的孩
子。”吉妍洁说，看着小患者健康地走出去，心里也
是另一种满足和幸福。

“来看牙的孩子，

每人有6颗是坏的”

笑容满面、轻声细语地哄完孩子，一转
身又必须用成人语言，严肃地跟家长交代治
疗后的注意事项，这是济南市口腔医院儿童
口腔科医护人员每天做的事。2月1日上午9
点，记者来到济南市口腔医院时，这里已经
排了100多个小病号。

本报记者 刘志浩

科室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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