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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有利于对病情和治疗信息的储存与共享!便于医

护人员随时查阅!必要时还能作为法律依据来减少

医疗纠纷" 此外!需要意识到表格式血运观察记录

单仍然依赖于护理人员的主观判断!一些客观因素

也可能会影响评估结果!因此要加以注意!比如需要

在充足自然光线下观察皮肤颜色!避免光线强度对

观察结果的影响!评估过程中需要掌握好判断标准!

并充分考虑和排除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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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体外冲击波作为一种微创治疗手段!在临床上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最令人鼓舞的是冲击

波在骨科领域的应用!体外冲击波对骨延迟愈合)骨不连)肩周炎)网球肘)跟骨痛)慢性腰肌劳损等骨科疾病

的治疗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该文从体外冲击波的物理性质)治疗骨科疾病的机制以及治疗骨科疾病的疗效)

副作用等方面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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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冲击波%<G?F4>8FH8F<46C98>I J4E<!1KL&是

一种通过物理学机制介质%空气或气体&传导的机

械性脉冲压强波!已有大量的医学文献报道并肯定

了这一治疗在临床上安全有效" 最初!1KL多应用

于泌尿系及胆系部位的碎石治疗!%& 世纪 .& 年代!

国外有学者将其应用于动物离体骨的冲击实验!随

后将其应用于临床治疗骨折延迟愈合及骨不连!随

着探索的深入及治疗效果的满意!它的适应证逐渐

扩大到骨骼肌各系统的治疗" 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的

治疗方法!它给予了患者多一重选择!在骨科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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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上值得我们总结与探讨"

94冲击波的物理性质

1KL是一种特殊的声波!具有声波的一般性

质!当其在具有相同声阻抗的组织中传播时!能量不

衰减" 它由电子水压装置)电磁装置等产生!可在固

体和液体物质中发挥作用!具有很高的压强!周期很

短!可在立体空间传播!传播速度与压力的增加呈正

比" 冲击波在传导过程中!能量衰减的多少与所通

过的介质有关!在不同的材料界面之间!形成反射和

折射!并在材料内部形成能量衰减!阻抗大的吸收能

量多!反之吸收能量少而使能量衰减#!$

" 1KL自

!.+& 年首次应用于临床治疗肾结石以来!在临床上

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如今!1KL在骨科中对骨

不愈合)骨不连)网球肘)肩周炎)慢性腰肌劳损等骨

科疾病的有效治疗使其在临床应用上的价值甚至超

过了碎石术#%$

"

:4冲击波治疗骨科疾病的简要机制

目前冲击波治疗骨科疾病的机制尚未十分明

确!而医学中应用的1KL是由电子水压装置或电磁

装置产生的一种单脉冲声波!电磁式1KL发生装置

有一个水平的线圈和一个金属膜!产生冲击波时首

先通过平的线圈产生一个强大的电流!然后在表面

的金属膜上产生磁场!利用同极相斥的原理!在线圈

以及金属膜处产生的磁场可使金属膜快速运动!从

而在表面的液体上产生冲击波" 冲击波产生后通过

缓冲物导入患者体内!可以利用水压来控制其深度"

缓冲物通常粘附于治疗部位表面的皮肤上!有利于

传递冲击波!使冲击波通过相同声阻抗时!能量不会

衰减#)$

" R4CH4F等#($认为!冲击波的应力效应)空

化效应等在治疗骨科疾病中起着重要作用"

:;94应力效应4应力刺激能调节骨的生长)吸收和

重建" 而1KL作为一种刺激!在不同的介质传导

时!会在界面之间)肌肉及骨骼细胞表面产生拉力应

力)压力应力等!而且!骨骼对力学环境的调整能力

有赖于成骨细胞对力学环境的感应" 研究指出!应

力方向)大小)时间及作用的频率等将会直接影响成

骨细胞的生化感应!从而调节骨的生长与重建"

:;:4空化效应4空化效应的产生有赖于气泡的存

在以及冲击波与气泡的相互作用" 冲击波在人体组

织内传导时!气体会在压强骤变的情况下迅速膨胀!

在小范围内产生较高的热量" 该效应使细胞通透性

增加!有助于肌肉松解粘连)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从

而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

:;<4痛觉阻滞效应4冲击波对人体痛觉神经感受

器的刺激!改变了感受器对疼痛的接受速度及其周

围化学介质的组成!抑制神经末梢细胞释放递质!减

缓了疼痛的传导!因此可缓解局部疼痛"

<4冲击波治疗骨科的几种疾病

目前冲击波在骨科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现就以

下几种疾病进行综述"

<;94骨不连4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冲击波对

骨不连的治疗有显著的效果" 16C?<F等#'$利用 1KL

治疗 !/% 例胫骨骨不连及骨折延迟愈合的患者!其

中 !)%例%/-S/T&患者通过第一次冲击波治疗%(S+ U

(S&&月后出现骨质愈合!同时疼痛减轻!局部反应

有皮肤红肿)皮下淤血等!无全身并发症" 因此认为

1KL是一种治疗胫骨骨折骨不连可行的方法" 李

宏宇等#-$对 !+例四肢骨折术后骨不连的患者进行研

究%其中尺骨 %例!肱骨 ) 例!股骨 ' 例!胫骨 + 例&!

探讨1KL对四肢骨折术后骨不连的疗效!通过 % V

) 次冲击波治疗!最终愈合 !' 例%+)S)T&!所有患

者均无全身并发症!认为冲击波治疗四肢骨折有创

伤小)并发症少)费用低)无需住院等优点!临床治疗

四肢骨折内固定术后骨不连的满意度高" K>94B<:

等#/$以高能量冲击波治疗 !!' 例患者!其中 +/ 例患

者%/'S/T&在一次 1KL治疗后出院骨愈合!且无

全身并发症" 但也有一些研究#+$表明!1KL应用于

骨不连的疗效不明确"

<;:4肩周炎4常规治疗肩周炎的方法包括封闭疗

法)针灸)理疗等!但疗效难以令医务人员及患者满

意" 作为一种新型疗法!不少报道指出利用1KL治

疗肩周炎可获得较为满意的疗效" 098M 等#.$通过

对 (/ 例慢性)有症状的肩周炎患者进行单盲研究!

并在冲击波治疗后第 ! 周)第 ( 周)第 + 周对患者进

行评价!发现冲击波治疗组患者的肩关节活动度明

显提高!疼痛明显减轻!并且无全身并发症!认为

1KL治疗肩周炎安全)有效!能为患者节约时间"

焦国亮等#!&$选取 '- 例肩周炎患者!通过冲击波治

疗!评估治疗前)疗程结束时疼痛程度的改变!结果

发现该实验组患者的疼痛程度较前明显降低%?W

&S&!&!证实了1KL是治疗肩周炎安全)有效的方法"

<;<4网球肘4网球肘!即肱骨外上髁炎!常见的临

床表现为疼痛)活动障碍)肌肉萎缩#!!$

" 有文章指

出!网球肘在普通人当中的发病率约为 &S(T!而在

运动员中则高达 '&T

#!%$

" @83H<等#!)$把 !&& 例患

网球肘超过 !% 个月的患者分为
!

组和
"

组!分别以

低能量的冲击波治疗!

!

组 &S&+ 3$,33

% 总共接受

)&&& 脉冲!

"

组为对照组!则接受 )& 脉冲" 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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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周)%( 周分别对这些患者进行随访!发现
!

组

(+T的患者能显著地缓解关节疼痛)提高患肢功能!

(%T的患者的关节疼痛及活动功能在可接受范围!

而
"

组则分别为 -T)%(T!得出 &S&+ 3$,33

% 接受

) &&& 脉冲治疗网球肘更为有效" \433<F等#!($在

研究中同样得出!&S&+ 3$,33

% 接受 ) &&& 脉冲治

疗网球肘患者得到显著的效果" L4:;等#!'$通过将

网球肘患者分为治疗组%(( 例&及对照组%- 例&!治

疗组以 ! &&& 脉冲 !( I[治疗患肘!对照组不做任

何处理" 结果显示治疗组 %/ 例%-!S(T&疼痛完全

消失!!) 例%%.S'T&完全好转!) 例%-S+T&稍微好

转!! 例%%S)T&无任何好转" 对照组患者均无任何

好转" 所有患者均无全身或者局部的并发症!证实

了1KL治疗网球肘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

<;=4跟骨痛4跟骨痛是一种困扰老年人较为常见

的疾病!主要表现为足跟部疼痛!并伴有踝部的活动

受限!是一种无菌性炎症和退行性病变#!-$

" 传统治

疗跟骨痛的方法有止痛)封闭治疗!但效果欠佳"

L4:;等#!/$将 %/& 例跟骨痛患者分成治疗组%!)'

例&和对照组%!)' 例&!治疗组以冲击波联合足底康

复治疗!而对照组仅采用足底康复治疗!结果显示治

疗组总有效为 !%. 例!总有效率 .'S-T!而对照组

总有效 +' 例!总有效率为 -)S&T(治疗组总复发率

为 )S/T!对照组则为 !!S!T!表明治疗组的疗效优

于对照组!复发率更低!因而证明冲击波联合足底康

复治疗是治疗跟骨痛的有效方法" 李兴轶等#!+$研

究 )+ 例老年跟骨痛患者!用视觉模拟评分法%[AK&

测定跟骨痛强度在不同时间段的情况!在治疗后 !

月)) 月)- 月进行随访!结果显示治疗前后的各个时

间段的[AK均有显著性差异!证明了 1KL是治疗

跟骨痛的有效方法"

<;>4慢性腰肌劳损4慢性腰肌劳损即腰背肌筋膜

炎)功能性腰痛!主要是腰骶部肌肉)筋膜)韧带等软

组织的慢性损伤!主要表现为腰部疼痛)活动受限"

传统的治疗有推拿)止痛)物理疗法等!但效果欠

佳#!.$

" \M4:;等#%&$通过国产 1KL]2

#

型冲击波治

疗慢性腰肌劳损 )- 例!随访 - V!& 个月!)- 例腰肌

劳损中 %. 例有效!有效率 +&S'T!无副作用!因此

认为冲击波治疗慢性腰肌劳损是一种安全)有效)无

创伤)无副作用的新型方法" 马玲等#%!$将 (& 例慢

性腰臀部软组织损伤性疼痛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

对照组各 %& 例患者!实验组行1KL疗法!对照组给

予聚焦超声治疗!通过随访分别进行治疗前)后视觉

模拟疼痛评估%[AK&" 结果显示治疗后治疗组[AK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W&S&!&" 故认为1KL疗法

是治疗慢性腰臀部软组织损伤性疼痛的有效方法"

=4冲击波在治疗骨科疾病中的副作用

一个令医师关心而且也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关于

1KL的副作用!如1KL对周围组织)器官)神经)血

管是否有损伤的问题" 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要在适

度的范围内!而冲击波不同的治疗的能流密度)频次

等对治疗效果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Z4F?5:5等#%%$

在动物实验中!用不同的能流水平!于 %( 9)(+ 9 后

分别测定细胞数量和细胞活力!发现高能流水平组

与对照组比较均出现细胞损害!细胞代谢普遍降低!

而对照组则表现为细胞代谢增高!因此在冲击波治

疗中!针对不同部位的各种疾病!应选择适宜的参

数" 江军等#%)$对1KL复制家兔肾脏高能冲击波损

伤动物模型的研究显示 1KL治疗肾结石可能会造

成肾脏出血!并对消化道黏膜造成一定的损害!以致

出现呕血等不适" 而 Q;B<: 等#%($指出!1KL治疗

肾结石!约 !&T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皮肤瘀斑及

破损" 范晓洁等#%'$观察了 %%. 例 1KL治疗骨科疾

病的患者!) 例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心悸)出冷

汗)面色苍白等现象!分析原因可能由低血糖引起!

另外有 % 例网球肘患者在治疗部位出现色素脱失!

而是否与冲击波治疗有关尚未清楚"

>4结语

1KL目前在骨科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作为治疗

骨科疾病的一种非侵袭性手段!具有花费低)安全)

有效)无需住院等优点!能明显缓解疼痛)改善关节

功能!已成为治疗骨不愈合)骨不连)网球肘)肩周

炎)跟骨痛)慢性腰肌劳损等各种骨科疾病的重要手

段" 然而!目前对冲击波治疗骨科疾病的剂量)频

率!以及冲击的副作用仍没有很明确的报道" 此外!

也有一些文献指出!1KL治疗骨科疾病具有不少禁

忌证!局部性疾病如感染活动期)急性损伤)感染性

骨不连)肺组织及大血管)重要神经干走行处等(此

外还有全身性疾病如严重心脏病)高血压)凝血障

碍)血栓形成)骨质未成熟)各类肿瘤患者)孕妇等#%-$

"

因此!我们在用冲击波治疗骨科疾病的时候应格外

注意" 尽管如此!我们相信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设

备的不断完善!研究的不断深入!1KL将会为骨科

疾病的治疗提供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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