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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骨折、关节脱位和扭伤是骨科的常见病、多发病。
由于许多患者及其家属对这些伤病认识不足，甚至受错误观念的误导，往往不能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
，致使患者丧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加重了病情。
同时.社会上一些游医打着“祖传秘方”、“传统医学”和“包冶包好”等幌子，坑蒙患者，骗钱害人
。
作为临床医生，有责任向广六群众宣传正确的防病治病知识.使他们对骨折等。
常见伤病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合理地进行自我治疗和康复。
为此，我们编写了《骨折脱位扭伤救治与康复》这本通俗医学读物。
骨折、关节脱位和软组织扭伤的治疗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院内治疗，即必须在医院中进行的治
疗.包括手术治疗等；另一部分为院外治疗，即家庭中的治疗和康复.本书着重介绍了上述伤病在院外
的治疗和处理方法.而对院内治疗未作详细叙述。
本书以问答形式介绍了骨折、关节脱位及扭伤的基本知识、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及诊断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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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骨折 脱位 扭伤救治与康复》以问答的形式介绍了骨折、关节脱位及扭伤的病因、临床表现及
诊断要点。
详细介绍了上述疾病的治疗原则、治疗方法和治疗注意事项、护理及康复等内容。
为了便于患者及家属进行自我治疗，《骨折 脱位 扭伤救治与康复》还着重介绍了与以上疾病有关的
理疗和中医药治疗知识。
其内容丰富，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简单实用，特别适合患者及其家属阅读，亦可供基层医务人员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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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由于跟腱位置比较浅，表面只有皮肤和较薄的皮下组织覆盖，所以容易受到损伤。
跟腱扭伤大体可分为完全损伤（如跟腱断裂）和不完全损伤（如跟腱部分断裂和跟腱扭伤）两大类型
。
跟腱断裂患者必须到医院及时进行手术治疗。
否则患者将失去行走的功能。
对于跟腱不完全损伤，即跟腱扭伤的患者，也应去医院请骨科医师仔细检查，确定损伤的程度，以便
对症治疗。
跟腱轻度扭伤患者临床主要表现为局部疼痛及肿胀，行走和跑跳时疼痛加剧，用手按压跟腱时，出现
明显的疼痛。
对此应嘱其减少活动，避免长距离的行走和跳跃，以利于组织的修复。
同时，可以在局部做理疗。
经过2～4周的对症治疗，疼痛可以逐渐减轻，肿胀也可消退，患者可以逐步恢复患足的正常运动。
跟腱扭伤比较重的患者应做石膏固定治疗。
通过石膏外固定，限制患侧下肢的活动，为跟腱恢复创造条件。
石膏外固定的范围近端到大腿上部，远端到足趾末端，应同时固定膝关节和踝关节。
因为只有同时固定膝关节和踝关节，才能有效地控制跟腱的活动，为跟腱修复创造条件。
有的人为了下肢的舒适及便于清洗下肢皮肤，仅用石膏固定踝关节而不固定膝关节，这样达不到固定
跟腱的目的。
在石膏固定的基础上，应鼓励患者使用双拐下地行走。
因为只有增加患者的运动量，才能增强体质和战胜疾病的信心。
而且，在石膏固定的基础上做行走训练，不会影响跟腱的愈合。
跟腱扭伤做石膏固定时，暂时不做小腿的肌肉功能锻炼，特别在石膏外固定的2～3周内，应尽量避免
小腿肌肉的张力收缩，以免使跟腱产生不必要的张力，影响组织的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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