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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分析中医手法治疗骨折的临床应用疗效，指导临床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法。方法：随机选取我院自 2014

年 5 月—2015 年 5 月接收诊治的 100 例骨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入院的先后顺序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每组 50 例。对于治

疗组的 50 例骨折患者，采用中医手法治疗，而对于对照组的 50 例患者，给予西医治疗。观察记录所有作为研究对象的患者在治

疗期间的临床疗效。结果：根据临床治疗所得到的数据分析可知，中医手法对于骨折患者的治疗骨折愈合时间较短、住院时间短，

且发生后遗症的概率较小。显然，治疗组的临床疗效相较于对照组的治疗效果，更为显著。两组临床疗效对比具有显著性差异（P

＜0.05），研究具有统计学意义。讨论：中医手法对于骨折的临床疗效是显著的，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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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in the treatment of fracture in order to guide the best clinical choice 

of the best treatment.. Methods: 100 cases of fractures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5 to May 2014 to receive treatment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our research object;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se 100 patients were compared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treatment. The 

subjects selected were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50 cases of patients in each group. Control group patient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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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ing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while treatment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CM methods.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data analysis of 

clinical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of fracture patients with TCM methods has short fracture healing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Also the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of sequelae is small. Obviousl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treatment group is more notable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Discussi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CM for fracture is remarkable, and it is worth to be popularized in clinical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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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中医手法或是西医手法对于骨折的治疗都遇到了

一些不佳状况。临床使用率降低，一些青年医生对于手法复位

术不是特别熟悉，甚至医院将骨折治疗方法固定为手术治疗[1]。

为探究出针对骨折的更有效的临床治疗方式，我院随机选取

100 例骨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在治疗期间的临床疗效进

行回顾性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我院 2014 年 5 月—2015 年 5 月接收诊治的

100 例骨折患者，男性 64 例，女性 37 例，年龄 16～67 岁，平

均年龄（45.7±2.6）岁。将研究对象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每

组 50 例。给予治疗组患者中医手法治疗，给予对照组患者西

医治疗。统计学对比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情状况等方面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2]。 

1.2 治疗方法 

治疗组[4]：治疗组采用中医手法治疗。中医手法的具体措

施为第 1 周口服三七胶囊进行活血化瘀，外用消炎药，每 3 d

换 1 次，持续 3 次；第 2 周内服接骨丹，进行康复训练；第 5

周服用壮筋续骨丹，持续 3 周。对照组：给予常规西医方法治

疗。记录两组患者分别的骨折愈合时间、住院时间，以及后遗

症发生病例状况，综合对比两组患者的各项指标[4]。 

1.3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13.0 统计学软件，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

统计学分析，并且对结果进行 t 检验，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具

有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对比 

具体数据详见表 1、表 2。 

表 1  治疗组与对照组临床疗效对比  （ ） 

组别 n 骨折愈合时间（月） 住院时间（d） 

对照组 50 4.5±0.4 33.4±3.2 

治疗组 50 2.3±0.2 17.9±2.1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表 2  两组患者后遗症情况对比表  （n，%） 

组别 n 后遗症 后遗症发生率 

对照组 50 7 14.0 

治疗组 50 3 6.0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对比上述表格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治疗组的 50 例患者中，

骨折愈合的平均时间（2.3±0.2）个月，而对照组的 50 例患者

中，骨折愈合平均时间（4.5±0.4）个月，治疗组患者的愈合

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组的 50 例患者中，住院时间（17.9±2.1）d，对照组的 50

例患者中，住院时间（33.4±3.2）d，治疗组患者的住院时间

明显比对照组患者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组的 50 例患者中，后遗症发生 3 例，后遗症发生率为 6.0%，

而对照组的 50 例患者中，后遗症发生 7 例，后遗症发生率为

14.0%，治疗组患者的后遗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的骨折愈合时间、住

院时间、后遗症发生率相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  论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现在医学取得了长足进

步，因此，对于骨折的治疗措施也获得了巨大的进展。骨折作

为临床常见的损伤性疾病之一，其发病原因主要是生活损伤、

工业损伤、劳动损伤、灾害损伤及战争损伤等。通常表现为损

伤部位瘀血凝结、疼痛难忍、不能随意活动，给患者带来极大

痛苦。 

中医在临床上对于骨折的治疗开始于很久之前，至今为

止，已经总结出一套较为完善的治疗手法，对于骨折的临床治

疗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5]。中医学上普遍将骨折分为三期，在

骨折的初期，为应对损伤部位的瘀血，可以服用活血化瘀、理

气阵痛的药物；在受伤的 2～4 周为骨折中期，此时瘀血已经

基本散去，则可以使用药物进行接骨续筋，并开始进行基本的

康复治疗；在受伤的 4 周及 4 周以后，可以服用一些益气补血

的药物，并执行系统的康复治疗[6]。这一种骨折分期方法，虽

然可以总结出骨折治疗的规律性，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患者的临

床治愈情况，但是因为每一位患者的具体情况不同，例如骨折

的部位不同、体质的强弱不同等都将影响骨折的治疗。所以，

在治疗过程中，还应该综合患者的各项情况，进行辨证分治。 

现阶段根据在我院接受诊治的 100例研究对象的临床治疗

效果也可以看出，使用中医手法治疗，可以大大提高骨折的临

床愈合时间，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并最大程度上的降低患者

的后遗症发生率。因此，笔者认为，在治疗患有此类病症的患

者时，应该运用中医手法对骨折予以治疗，这样可以更快速地

控制患者的临床症状，使得临床治疗效果事半功倍。综上所述，

中医手法对于骨折的临床疗效是显著的，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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