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纪要

全国中西医结合脊柱相关疾病学术研讨会
暨 中国骨伤 杂志创刊 20周年纪念会会议纪要

  全国中西医结合脊柱相关疾病学术研讨会暨 中国骨

伤 杂志创刊 20周年纪念会于 2007年 5月 18- 20日在北京

召开。会议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主办, 中国骨伤 杂志社

承办。 中国骨伤 杂志的名誉主编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

教授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澍寰教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骨

伤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金鸿宾教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副秘书长穆大伟教授、中国骨伤 杂志社社长陈珞珈教授、

中国骨伤 杂志主编董福慧教授及常务副主编李为农教授

等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和学者 300余人出席了会议。此次会

议得到了喜来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会议主要内

容介绍如下。

1 中国骨伤 杂志创刊 20周年编委工作会

5月 18日下午召开了 中国骨伤 杂志创刊 20周年编委

工作会 (见对正文首页图 1- 11)。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刊的

名誉主编王澍寰教授 ;为杂志的创刊和发展做出贡献的部分

专家和顾问丁继华教授、蒋位庄教授、孟和教授、朱云龙教授、

房世源教授和程爱华教授;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副秘书

长穆大伟教授等主办单位的领导应邀出席了会议。来自全国

各地的 36名编委参加了会议。会议由 中国骨伤 杂志主编

董福慧教授主持; 中国骨伤 杂志社社长陈珞珈教授致欢迎

辞; 中国骨伤 杂志常务副主编主任李为农教授就杂志的发

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编委会建设做了工作报告; 军事医学科

学院胡良平教授针对 !骨伤科科研中的统计学问题∀进行了
专题发言。与会的专家和编委针对如何办好杂志展开了热烈

的讨论, 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与建议。

如何发挥编委会的作用是本次工作会的重要内容。编委

们认识到, 编委会是一个工作机构, 而不是荣誉组织。作为编

委应该认真履行编委的职责, 把好期刊的学术质量关, 为杂志

提供和推荐高质量的稿源, 积极参加编委会和杂志社组织的

各项活动, 以促进杂志学术水平的提高。王澍寰院士指出

中国骨伤 杂志发展到今天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 ,为了今

后更进一步的发展, 编委的责任和工作至关重要; 编委要出谋

划策, 关键要 !干∀, 参与组稿与审稿, 提供高水平的文章; 他

一再强调提高杂志质量的关键是编委的作用。南京大学医学

院附属鼓楼医院邱勇教授在发言中强调了高质量稿源的重要

性。他提出要想提高杂志影响力,组稿很重要, 可进行系列专

题组稿来确保稿源, 保证稿件质量, 并保证刊出稿件的时间

性。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赵建宁教授指出提高稿件质量可通

过下面 3个渠道: # 增加基金文章的数量; ∃ 依靠编委的力

量, 编委有责任向杂志推荐高质量的稿件, 每位编委每年向杂

志提供 2篇高质量稿件来共同关心杂志发展; % 进行有目的
的约稿。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谭明生教授提出了举办编委审

稿培训班的建议, 对审稿人进行培训, 提高审稿人的审稿水

平。

对于期刊的学术导向, 许多编委强调了坚持办刊方向、发

挥杂志导向作用的重要性。解放军总医院王岩教授指出 中

国骨伤 杂志的定位是 !骨伤 ∀, 要突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及

方法,以区别于其他杂志, 将临床上行之有效的方法进行研

究,从理论方面形成系统。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张春

才教授也强调 中国骨伤 杂志的特色就是 !骨伤∀, 要海纳百
川,无论是中医、西医, 还是中西医结合,均可以临床疗效作为

标准,要用哲学的思想和态度把中国骨伤的特色体现出来, 鼓

励理论原创和技术原创。谭明生教授也指出中西医结合提高

到理论高度很难表述, 很多还是临床实践的积累,杂志可向所

有同行推荐这方面的理论和思想,有计划预约一些在理论上

有创新的文章作为工作重点, 由一个专题入手,从点的突破发

展到面, 提高影响力。邱勇教授认为突出办刊特色,可对非手

术治疗的文章给予优先通道, 如外固定文章, 以起到导向作

用。对传统骨伤治疗方法, 现多局限于各自经验方法的总结,

能否上升到理论高度、总结出规律来供大家学习也很重要。

他还指出目前临床上很多手术的并发症远远高于文献所报道

的,尤其是对新技术与方法的应用中出现的新问题 (并发症 )

报道少;在临床上同一类方法并发症的出现率也不同,对于此

类文章可以优先考虑刊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杜宁教授强调杂志要有战略发展眼光, 坚持自身特点,寻求

发展方向。指出 中国骨伤 杂志应立足于中西医结合, 中

医、西医骨伤科在杂志中均要有所体现, 要有机结合, 多发掘

原创性、导向性文章,增加其刊出数量, 鼓励国人对现代骨伤

科的先进材料进行创新, 对有争议的创新技术可以刊出在杂

志上引起争鸣, 促进技术的成熟。天津医院金鸿宾教授也强

调了杂志应该向国外介绍有我们自己知识产权的技术方法。

浙江温岭市骨伤科医院张功林教授也强调了杂志导向性的重

要,可针对一些论题进行讨论,如手术应该如何做、适应证如

何,是否需要用固定材料、何时用合适等。并可对已发表过的

疗效好的方法提示作者再报告, 给出长期随访的治疗结果, 以

便于同行对该方法的应用。指出杂志还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

的关系, 在关注骨科发展趋势的同时还要重视普及性。

会上,编委们针对杂志办公自动化、标准化的问题进行了

讨论,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马真胜教授强调办刊思路

在保留自己特色的前提下尽可能与国际接轨, 办公自动化应

纳入工作日程, 充分利用信息平台。

针对如何提高杂志刊出稿件的质量问题, 军事医学科学

院胡良平教授作了题为 !骨伤科科研中的统计学问题∀的专
题讲座, 在分析统计学现状的前提下, 针对 中国骨伤 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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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表文章的统计学状况进行了点评和分析。统计学问题是

与科研设计、科研方法紧密相关的,解决好统计学问题才能提

高科研论文的科学严谨性, 胡良平教授的讲座起到了抛砖引

玉的作用, 会上编委们也针对其讲座内容进行了提问与讨论,

澄清了一些问题, 明确了努力的方向。

这次 中国骨伤 杂志创刊 20周年的编委工作会, 集中

了老、中、青三代编委, 是一次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意义的

盛会, 必将推动 中国骨伤 杂志向更高的水平迈进。

2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脊柱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

5月 19日上午举行了全国中西医结合脊柱相关疾病学

术研讨会暨 中国骨伤 杂志创刊 20周年纪念会开幕式。中

国中医科学院董福慧教授主持会议,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

秘书长穆大伟教授代表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宣布了 !关于成

立脊柱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决定∀。首届脊柱医学专业委员会
由 57名委员组成,经全体委员选举董福慧为主任委员;谭明

生、王拥军、陈忠良等为副主任委员;聘请蒋位庄教授为顾问。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和 中国骨伤 杂

志名誉主编陈可冀教授向当选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等颁

发了证书并讲话。陈院士指出脊柱及其相关疾病是临床中常

见的疾病, 如颈椎病、脊柱肿瘤、脊柱结核、强直性脊柱炎、脊

柱侧弯等, 为了适应学科发展的要求,成立了脊柱医学专业委

员会。他对脊柱医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以及 中国骨伤 创

刊 20周年表示祝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骨伤 杂志名

誉主编王澍寰教授也到会发言,他对 中国骨伤 杂志多年来

取得的成绩予以了肯定,强调 中国骨伤 杂志在中国中西医

结合学会的领导下,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支持下, 近年来先后

获得首届中国期刊奖提名奖、!中国期刊方阵 ∋ ∋ ∋ 双奖期

刊∀、全国中医药优秀期刊奖, 入选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

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并先后被美国 化学文摘 ( CA )、俄罗

斯 文摘杂志 ( A J)和波兰 哥白尼索引 ( IC )等国际三大数

据库列为来源期刊。王院士还提出杂志的办刊之路在于提高

杂志质量、突出中西医结合的特色,要提高杂志质量就要加强

编委会队伍的建设。中国康复医学会颈椎病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娄思全教授代表中国康

复医学会颈椎病专业委员会祝贺 中国骨伤 杂志创刊 20周

年和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脊柱医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中国

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医院金鸿

宾教授代表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科专业委员会对 中国

骨伤 杂志创刊 20周年和中国中西医结合脊柱医学专业委员

会的成立表示祝贺, 他回忆了尚天裕教授对中西医结合骨伤

科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并表示中西医结合骨伤科专业委员

会今后一定与中西医结合脊柱医学专业委员会大力合作, 共

同继承和发扬中西医结合骨伤科事业。首届脊柱医学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骨伤 杂志主编董福慧教授感谢中国中

西医结合学会对中西医结合骨伤科专业学科发展的支持和多

年来对 中国骨伤 杂志的鼎力协助, 才使得 中国骨伤 杂志

创刊 20年以来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并且成立了中西医结合脊

柱医学专业委员会。董教授还深切缅怀了在 中国骨伤 创

刊和成长历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前辈我刊的首任主编尚天

裕教授和副主编陈宝兴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蒋位庄教授和

军事医学科学院胡良平教授分别做了 !腰椎间盘源性腰腿痛

规范化诊治∀和 !科研设计的重要性∀的学术报告。
3 脊柱相关疾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的学术交流

2007年 5月 19日下午至 20日分设 2个会场进行了脊柱

外科与微创和脊柱相关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的学术交流。

3. 1 脊柱外科与微创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大会收到脊柱外
科与微创论文 100余篇,会议交流的论文 29篇。其主要内容

为脊柱外科和微创的基础与临床的研究, 包括: 上颈椎疾病、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退行性疾病、脊柱畸形和肿瘤

的诊断及治疗等。学术交流的形式以大会报告和讨论结合并

重,使与会者都能积极参与,会场自始至终洋溢着热烈的学术

研讨气氛。

寰枢椎疾患的诊治是近几年来国内外颈椎外科最大的进

展之一,如寰枢椎脱位的传统治疗方法大部分是经后路行上

颈椎多节段固定, 甚至是枕颈融合,而对陈旧性脱位则难以达

到确切的复位。近年来, 有关矫正 C1 - C2脱位、短节段固定

和融合等上颈椎外科的临床难题均获得了较满意的解决。广

州军区总医院尹庆水教授报告了经口咽前路寰枢椎复位钢板

内固定术 ( transroa l atlantoax ia l reduction plate, TARP ), 本组 35

例 2~ 4年随访, 近期疗效好,能使松解、复位、减压和固定在

一次手术内完成, 克服传统方法需两次手术,术中翻身有脊髓

损伤风险,枕颈固定会影响枕颈功能等不足;但是缺乏远期疗

效评价。上海长征医院倪斌教授报告了横韧带断裂致寰枢椎

脱位基础研究、诊断方法、治疗原则和新技术。卫生部中日友

好医院谭明生教授报告了内镜辅助前路松解治疗 O型寰枢

椎脱位和对寰枢椎脱位分型及其治疗对策的探讨, 总结了

168例不同病因所致的 C1 - C2脱位,根据病因、病程、影像学

及复位情况将其分为 3型: # 牵引复位型 ( traction reduction

type)简称 T型,该型又以病因和病程不同分为 T1和 T2型;

∃ 手术复位型 ( operation reduction type) 简称 O型; % 不可复
位型 ( irreducib le type)即 I型; 上述分型简称 TO I分型。为临

床提供了一种概念清楚,界定明确, 对临床治疗的指导性强,

治疗效果满意的寰枢椎脱位外科分型方法。

脊柱内固定和融合技术的发展与完善,目前已是治疗各

种病因的脊柱失稳的主要方法, 但是由此所致的脊柱活动障

碍和相邻节段退变等问题, 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脊柱非融

合技术是近几年国内外脊柱外科研究的热点, 人工椎间盘技

术已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本次会议中, 同济大学附属协

和医院杨述华教授详细报告了人工颈椎间盘置换术和注意事

项。天津医院夏群教授报告了人工腰椎间盘置换治疗腰椎间

盘突出症的临床观察。他们认为人工椎间盘置换术的远期疗

效及其他可能的并发症有待长期随访, 但临床应用前景广阔,

最终会给广大患者带来福音。

在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方面,集中体现了脊柱手术的

微创化趋势,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姚共和教授等许

多作者总结了激光和内镜等方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适应

证、并发症及其技术要领。在如何避免椎间盘突出症手术失

败综合征方面也进行了总结, 强调必须将影像学检查结果与

临床体征和症状结合起来, 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正确诊断。提

出了椎间盘源性腰痛与椎间盘突出症的区别, 认为椎间盘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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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证实椎间盘退变并可诱发疼痛是其诊断标准。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朱庆三教授报告了无骨折脱位的

颈脊髓损伤及颈椎过伸性损伤 ,认为本病发病率不低, 应该引

起重视, MRI在诊断中非常重要,手术时机宜早, 应注意脊柱

稳定性重建。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文军教授报告了治疗

胸腰椎骨折的微创新理念, 采用经皮穿刺体外复位和椎间盘

镜微创减压技术以及椎体成形术, 并认为这是中西结合非融

合性固定的完美结合。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王清教授报告了

胸骨柄松质骨结合钛网植骨在颈椎前路手术中的应用, 为颈

椎前路植骨融合术取骨提供了一种手术方法。哈尔滨医科大

学附属第四医院胡乃武教授报告了强直性后凸的分类与截骨

矫治的临床经验, 认为手术指征是腰椎后凸 > 15 (; Cobb角 <

40(; 手术时机 ESR< 40 mm。河南省漯河市中心医院王海蛟

教授报告了经皮椎体成形术并发症防治, 认为 PVP并发症

多, 多数并发症无症状, 多数神经并发症可保守治疗, 可出现

个别严重神经并发症和死亡, 神经压迫症保守治疗同时酌情

观察、无效及时减压。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张恩忠教授报告

了节段减压后稳定结构重建治疗腰椎管狭窄症应用研究, 认

为应革新传统腰椎后路手术治疗腰椎管狭窄观念和技术; 要

达到对腰椎管的定量、定点、有限手术减压; 重建腰椎骨性稳

定结构、动力性稳定结构,达到术后腰椎稳定,减少并发症。

3. 2 脊柱相关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大会收到脊柱相关
疾病的学术论文 80余篇 ,会议主要针对 中国骨伤 2007年 5

月第 20卷增刊暨脊柱相关疾病专刊的内容,就脊柱相关疾病

的颈源性高血压、)型糖尿病、脊源性类冠心病、颈肩综合征、

脊柱源性腰腿痛、颈型颈椎病、慢性疲劳综合征、肩周炎、便秘

等的临床研究进行了交流。在基础研究方面, 交流了 !正常

人自然行走负重步态遥测分析∀、!健康人群脊柱应力状态研
究∀和 !脊柱应力异常与部分相关病证调查分析∀。在技术与

方法上, 交流了 !脊柱活动度测量仪的研制及应用∀。通过与
会代表的学术交流, 使参会者对脊柱相关疾病有了新的认识。

脊柱相关疾病是在中医脏腑相关、表里相关和气血经络

相关的理论基础上, 经过长期临床实践积累总结, 运用现代基

础医学、临床医学、生物力学和生物医学工程学等多学科进行

研究的一类疾病, 是从脊柱力学观点出发研究脊柱与疾病关

系的一门科学。脊柱相关疾病目前研究的内容集中在脊柱力

学不平衡而致肌张力失衡, 骨关节轻度位移, 压迫刺激周围的

血管神经, 引起身体其他系统的相应症状、体征,发生疾病的

脏器或组织均与脊柱相互分离且有各自的功能。现代医学对

脊柱相关疾病的研究涉及病因、病理、治疗、康复等多方面, 采

用的方法也呈现出跨专业、跨学科、跨领域的趋势。针对目前

我国脊柱相关疾病的研究现状,董福慧教授提出了以下 4个方

面的问题,希望引起骨伤科及相关学科同道们的关注与思考。

( 1) 注意处理好个性化诊疗与规范化技术的辨证关系。

脊柱相关疾病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 已引起越来越多临

床医生的关注、重视和探索,相关的临床报道逐年增多。从治

疗手段上看, 多采取以推拿整脊手法复位为主、配合穴位按

压、针灸、针刀、牵引、穴位注射、中药内服外用的综合疗法来

进行治疗; 患者就诊多以复杂的征候群为特点, 给临床诊断

带来一定困难。有时可用西医的病做出诊断, 有时则需用中

医的证做出诊断, 究竟从证还是从病诊治仍需深入探讨。个

性化诊疗是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没有个性化诊疗经验的积累

和总结, 规范化的诊疗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若局限于个

性化的诊疗经验, 过分强调个性化诊疗经验的特殊性,则势必

掩盖甚至抹杀了它的普遍意义, 使其游离于规范化技术的边

缘,应该追求在坚持个性化诊疗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总结提炼

出规范化技术常规、规范和标准, 要实现这个目标,有统计学

介入的前期科研设计是必不可少的。

( 2) 注意近期疗效的统计与远期疗效的随访。在脊柱相

关疾病的临床研究报告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关于疗

效评价的标准。从疗效评估来看, 除患者症状、体征等软指标

外,还缺乏大量能够说明问题的客观指标,尤其是那些一锤定

音的 !金标准∀。应该看到,一个诊疗标准的建立和实行要依

靠大量的临床实践、长期的跟踪观察、科学的检测手段和集体

的智慧创造。近期疗效的统计分析固然重要, 远期疗效的随

访则更说明问题, 如果把近期疗效比做开花,那么远期疗效就

是结果。在强调前瞻性的对比研究的同时, 也要重视回顾性

的随访研究。尤其是 1年或几年以上的随访结果, 对于以恢

复肢体功能为目标的骨伤科来说这种结果就是产生 !金标
准∀的温床。

( 3) 注意各种组织对整脊手法的动态响应特点。手法治

疗是目前对脊柱相关疾病的主要治疗手段。手法作为一种外

力干预, 要通过机体的各种组织的反应起到治疗作用。因此,

各种组织对整脊手法的动态响应特点就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

问题。目前要从两个方面加以考虑, 一方面是手法作用力的

大小、方向、作用点、作用时间和作用方式; 另一方面是骨骼、

肌肉、关节、韧带、血管、神经等组织对外力做出反应的质、量

和度。要抓住这些动态反应的特点, 实时的非侵入的检测和

记录手段是最基本的要求。

( 4) 注意局部症状体征与系统反应的调节途径。脊柱本

身是一个整体,构成脊柱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和脊柱与内脏

功能之间在结构上是联系的, 在功能上是协调的,在病理上是

相互影响的。脊柱及其所联系的各个组织器官之间, 都有各

自不同的功能,而这些不同的功能,又都是整体活动的一个组

成部分。这种相互联系,是以脊柱为中心,通过神经、血管、经

络等联络作用而实现的。它体现在脊柱与四肢、脊柱与脏腑、

经络、气血、组织之间的生理与病理各个方面。在病理上, 脊

柱与脏腑等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在发生病变时, 脊柱的功能

失常,可以通过神经体液因素反应于脏腑、肢体; 肢体、脏腑的

病变也可通过脊柱而表现出来。要搞清楚这些反应的调节途

径,只有靠多学科的团结协作。

总之,脊柱相关疾病的研究逐步走向深人,为许多传统意

义上的慢性病和疑难病开创了新的防治途径。作为一门新兴

的学科, 它的完善和成熟仍将任重而道远, 我们深信, 随着临

床和基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和进步, 脊柱相关疾病学这门

年轻而充满希望的学科必将迎来飞跃性的发展。

(李为农、谭明生、连智华、王宏、王玉蔓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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