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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不起的老年人
随着冬天的到来，寒潮侵袭导致我国许多地方下起了大雪，结冰之后，湿滑的地面导致人容易滑倒摔

跤，其中不乏摔倒而骨折的患者，而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导致他们在摔倒后更加容易产生骨折。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周欣用一个病例给大家科普一种老年人摔跤后常见的骨
折——— 股骨粗隆间骨折，希望大家看了后都能够提醒家中的老年人注意防护、避免意外伤害！

典型病例

王大爷平时有一早逛菜
场的习惯，他家在我国北方，
这时的温度已经在冰点以下
了，不少地方都结起薄冰，路
上特别滑。王大爷买了许多
菜，一路拎着，刚走到了家门
口附近，一个没留神踩到了路
上的浮冰，在瞬间失去了重
心，右侧髋部重重地摔到了地
上。当时，王大爷觉得右髋部
剧痛，险些痛晕过去，躺在地
上缓了一会，尝试想挣扎着站
起来，可刚刚稍微一动，又一
阵剧痛传来。这下王大爷再
也不敢动了，只能躺在地上大
喊救命。

幸好，经过的路人发现了
躺在地上的王大爷，赶忙叫了
救护车，救护人员来了后依据
经验判定王大爷的右侧髋关节
部位存在骨折，在对王大爷的
下肢做了牵引和临时固定后，
将王大爷送往附近医院的骨科
急诊室。

经过拍片检查，骨科医生
诊断，王大爷存在右股骨粗隆
间骨折，骨折存在明显移位。
医生建议王大爷进行手术
治疗。

老年人摔倒后易出现
股骨粗隆间骨折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下股骨粗隆在哪里，大家可以
将手放在自己大腿根部的外

侧，压下去之后就可以感觉到
一个明显的骨性突起，这个突
起就是股骨大粗隆，这个区域
周围所发生的骨折就是股骨粗
隆间骨折。从年龄分布来说，
股骨粗隆间骨折好发于老年人
群，其发病年龄多大于65岁，是
老年人较为常见的骨折类型
之一。

知道了股骨粗隆在哪个部
位后，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
么老年人摔倒后容易产生股骨
粗隆间骨折。1.大部分老年人
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机能呈
现逐渐减退的状态，其平衡度、
反应能力均有了明显下降，当
出现身体失衡时，难以及时反
应，因此会造成股骨粗隆在无
保护下直接着地而产生骨折；
2.年龄的增加导致老年人骨吸
收大于骨形成，钙质处于持续
流失的状态，这阶段的骨骼脆
性增加，在外力的作用下容易
产生骨折；3.老年患者的肌肉
质量和力量逐渐下降，其运动
能力和协调能力往往难以对各
种突发情况作出应对。在这样
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老年人就
容易在摔倒后产生股骨粗隆间
骨折。

如何及时发现
股骨粗隆间骨折

市民如何判断老年人摔倒
之后是不是产生了股骨粗隆间
骨折呢？这需要我们注意以下
几点：

1.年龄较大的患者，有明
确的摔伤病史，且摔伤部位位
于髋部区域，需要考虑是否存
在股骨粗隆间骨折；

2.用手在老年人髋部的区
域进行按压，如果按压后患者
的疼痛显著增加需要考虑是否
存在股骨粗隆间骨折；

3.发现老年人受伤后无
法站立或行走，即使将老年人
扶起，其也无法用受伤一侧的
腿进行支撑负重的话需要考
虑到是否存在股骨粗隆间
骨折；

4.让老年人平躺，比较两
只脚的长度是否一致，以及观
察两只脚向外旋转的程度是否
一致，如果出现长短不一致或
是外旋程度不一致，需要考虑
是否存在股骨粗隆间骨折；

5.对比观察受伤的髋部和
未受伤侧的髋部区域，如果受
伤侧髋部存在肿胀和淤青，需
要考虑到是否存在股骨粗隆间
骨折。

如果大家在以上几点中发
现有相符合的情况，建议大家
立即送老年人去骨科急诊就
诊，明确有无股骨粗隆间骨折
的存在。

产生股骨粗隆间骨折
该如何治疗

股骨粗隆间骨折的治疗方
式有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
方法，这两种治疗方式各有其
利弊。

1.保守
治疗：常用的方
法是下肢牵引术，需要通过骨
牵引或皮牵引对患侧下肢持续
牵引8至12周以上。

优点：所需费用较低，无需
全身麻醉及手术。

缺点：患者需要全天24小
时卧床，在持续2至3个月的治
疗过程中患者无法进行较大
活动，舒适度较差，且长期卧
床后容易产生各类并发症：如
肺炎、褥疮、深静脉血栓等；牵
引只是对骨折端进行相对固
定，容易产生骨折畸形愈合及
骨 不 连 ，将 严 重 影 响 生 活
质量。

2.手术治疗：通过手术切
开骨折端对骨折进行直接复
位，并依靠内固定维持骨折对
位对线，常用的内固定有股骨
髓内钉、股骨近端钢板等。

优点：患者在术后即可翻
身及坐起，可在不负重状态下
进行早期活动，患者自我感觉
较为舒适，且不容易产生各类
长期卧床导致的并发症；手术
在直视下对骨折进行复位，骨
折对位对线好，骨折愈合后患
者生活质量高。

缺点：手术治疗费用高于
保守治疗，并存在一定的麻醉
和手术风险。

康复建议

股骨粗隆间骨折的患者大
多存在骨质疏松，需要进行正

规的抗骨质疏
松治疗；

患者需要每日定期
翻身，防止褥疮形成；

患者每日需定期拍背，防
止长期卧床肺炎形成；

患者每日需进行肌肉收
缩锻炼，老年患者血管条件差
且血流缓慢容易形成血栓，为
了预防血栓形成，可以每天做
踝泵锻炼及股四头肌收缩
锻炼。

股骨粗隆承受了人体上
半身的重量，患者需要在完成
影像学检查且经骨科医生的
确认后方可进行负重下地
行走。

预防更重要

老年人避免股骨粗隆间骨
折的关键在于预防：

1.下雪、下雨、结冰天，建
议老年人尽量避免外出；

2.老年人行走时应尽量选
择较为平整的路面，避开结冰、
积水的区域；

3.已经出现走路不稳的老
年人建议拄拐行走或是专人
看护；

4.适度锻炼，维持肌肉功
能和协调能力。

据《扬子晚报》

网红治疗仪、角膜塑形镜、软性角膜接触镜统统无法治愈近视 最新研究发现———

预防近视的关键已找到 很多家长都忽视了
近期连续的网课，加之即

将到来的寒假，孩子们频繁使
用电子产品让预防近视又成了
家长们关心的热门话题。网红
治疗仪、角膜塑形镜、软性角膜
接触镜……各种神器成了热搜
关键词。不过，最新研究表明，
家长的干预才是防控孩子近视
的关键因素。快来了解一
下吧！

家长关注户外活动
有效控制孩子近视

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专家王
宁利教授、李仕明副教授带领
团队，探索父母对儿童进行行
为干预，控制近视进展和降低
近视率的方法，研究结果最近
发表在儿科领域国际权威期刊
JAMA Pediatrics上。

科研人员用一年时间，每
天两次短信提醒父母多带孩子
去户外活动。干预前后给孩子
配戴光度计测量户外活动时
间。在完成一年的干预之后，
又进行了三年随访。

结果发现，268名小学二年

级在校学生中，干预组相较于
对照组的光照和户外时间更
长，眼轴延长更缓慢，并且在第
二年和第三年仍保持这种趋
势。近视患病率也明显下降，
第二年下降12.8%，第三年下
降18.8%。也就是说，通过提
醒父母多带孩子去户外活动，
可以有效控制儿童在小学期间
的近视进展速度，降低近视率。

研究中还有个细节，短信
提醒对于周中户外时间影响有
限，而到了周末，孩子的户外时
间能够显著延长。也就是说，
尽管平日由于课业等因素难以
长时间户外活动，但只要利用
周末多带孩子出去沐浴阳光，
就能起到近视防控的作用。由
此可见，家长在近视防控中可
以起到关键作用。

“父母主导下的行为干预
不仅对儿童近视防控有益，也
有助于让孩子们强身健体、身
心健康，对于增进亲子关系也
大有裨益。如果我们能够经常
看到‘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
风放纸鸢’的景象，那么近视防
控就不再是难题，”李仕明说。

视力干预要趁早
充足睡眠不可少

事实上，这项研究是“安阳
儿童眼病研究”中设计的一项
随机对照试验。“安阳儿童眼病
研究”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儿童
近视队列研究，纳入了河南安
阳地区5250名小学一年级和
初中一年级学生，从2011至
2017年完成了连续六年的随
访，详细搜集了影响儿童近视
的各种环境因素，并采集获得
了基因数据。家长们耳熟能详
的“远视储备”，就是该研究率
先提出的近视监测指标。

2015年，安阳儿童眼病研
究证实，对于还没有近视的儿
童来说，较多的户外时间可以
让眼轴增长变慢，而对于已经
近视的儿童则不明显。提示在
孩子还没近视时，就应该尽早
实施行为干预。如果孩子已经
近视，也不用气馁，因为此次进
一步研究证实，短信提醒对于
近视儿童的效果虽然没有未近
视的明显，但依然有效。

安阳儿童眼病研究在长期

随访中还发现，睡眠时间充足
的女孩（大于10小时），近视发
生较少、进展较慢，说明睡眠和
生物节律也会影响近视发生
发展。

别被网红产品忽悠了
近视干预并非越贵越好

得知孩子近视后，很多家
长内心都会有一番挣扎，随后
默默拿起手机搜索求解。大数
据马上嗅到“商机”，各种近视
治疗神器轮番出场，它们价钱
都不低，销路却不差。仿佛“神
器”到手，就可以立马还孩子一
双明眸，抚平家长的焦躁。

“我们所说的近视实际上
是指轴性近视，也就是眼轴长
度增长过度导致的近视。当眼
轴长度增长到其他屈光成分如
角膜和晶状体无法代偿时，就
产生了近视。眼轴长度的过度
增长是以巩膜的降解重塑变薄
为表现的，就像衣服纤维被拉
扯变薄，无法再恢复成原样了。
好比身高已经长到一米八，没
法再退回一米七一样。目前的

医学技术还不能治愈近视，我
们只能尽量控制近视发展，或
者用各种技术矫正视力。”李仕
明副教授介绍。比如众所周知
的飞秒激光手术，只是把角膜
削薄，相当于让角膜完成眼镜
的“使命”，手术费用也得大几
万，其他手段同样价格不菲。

目前常用的近视干预手段
有框架眼镜、低浓度阿托品、角
膜塑形镜和软性角膜接触镜
等，这些手段人均年度成本大
约为：框架眼镜数百元，低浓度
阿托品3000元，角膜塑形镜则
高达2万元左右。各种“网红”
近视治疗产品更是智商税。一
款售价3000余元的仪器声称
通过“模拟大脑生物电信号，将
信号中低频率脉冲电流通过汗
腺导入技术传输到运动神经，
激活与刺激指定部位深层肌
肉，让孩子摘掉眼镜”。理论上
可以起到一定的缓解视疲劳的
作用，但无法让近视恢复如初。
而研究所用的短信提醒看似简
单又便宜，但有助于家长重塑
孩子的生活作息。

据《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