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物流行病学·

功能绷带治疗军事训练损伤的疗效评价

王波 徐德忠 孙长生 李远贵 张世忠 李良寿 代先文

【摘要】 目的 观察“天年素”功能绷带对军事训练损伤（军训伤）的治疗效果。方法 采用随机

三盲对照实验。选取某部!""#年度新兵基础训练中发生的软组织伤和应力性骨折战士，两种损伤分

别观察且均随机分为$、%绷带组，除使用绷带不同外，其他措施完全一致。由观察人员定期随访，并

抽取部分伤员于治疗前后作骨闪烁成像（&’(）检查各一次。治疗结束后厂家揭密，$为对照绷带，%
为“天年素”功能绷带。结果 $、%两种绷带治疗软组织伤的总有效率分别为))*+,、#)*-,，%绷带

优于$绷带，差异有显著性，从症状改善来看，消肿效果%绷带优于$绷带；治疗应力性骨折的总有

效率分别为)+*.,、+/*0,，两者差异无显著性。对其中.)个受伤胫骨&’(检查显示，治疗后较治

疗前骨质损伤程度并无明显改善。结论 “天年素”功能绷带对治疗软组织伤有一定作用，但治疗应

力性骨折无明显作用。

【关键词】 军事训练损伤；治疗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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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训练损伤（军训伤）是新兵基础训练中的一

种常见疾病，对军事训练影响较大［!，.］。军训伤的

防治，已引起了部队各级卫生部门及军事训练部门

的高度重视。一般认为，药物治疗加休息是治疗军

训伤的主要措施。为探讨新的防治途径，观察功能

绷带对军训伤的治疗效果，我们在驻陕某部!""#年

度参加基础训练的新兵中进行了随机三盲对照实

验。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基金项目：全军“九五”攻关课题资助项目（")R0-#）

作者单位：+!001.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流行病学教研室（王波、

徐德忠、孙长生、李远贵、张世忠、李良寿 ）；西京医院骨科（代先文）

驻陕某部参加!""#年度基础训练（!""#年!
月!日!1月1!日，共计"0B）的新兵。在此期间，

选择符合诊断的下肢擦伤、挫伤、踝关节扭伤及应力

性骨折（@8:3@@>:5=87:3，KL）的受伤战士，说明本研

究的目的和意义并发给对应绷带。所有伤员均知情

同意，乐于接受治疗。排除不能观察效果者、非参训

伤员、非下肢伤。损伤由两名专科军医按《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事训练伤诊断分类标准》诊断。

二、治疗方法

!*方法：绷带分为$、%两种，一种为功能绷带，

一种为非功能绷带（对照），两者外观一样，均系珠海

天年高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规格#=DS)00=D／卷，

粤药器监（准）字"+第.)-/.号。患者、观察者、治

疗方案设计者均不知其详。试验结束后厂家揭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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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年素”功能绷带，"为对照绷带。

#$分组：相等数量的两组绷带按随机数字法统

一随机排序。单侧下肢伤按治疗的先后，发给对应

编号的绷带；双侧下肢伤也按就诊的先后顺序排号，

按先左后右的原则排列，发给对应编号的绷带，并填

写疗效观察登记表。

%$治疗方案：单侧伤、双侧伤严格按就诊顺序发

给相对应的绷带。软组织伤&周为一疗程，应力性

骨折’周为一疗程。使用绷带的伤员必须日夜坚持

包扎，除使用绷带外，停止其他治疗措施。双侧下肢

伤者，嘱其"、!绷带不得混用，包扎时必须坚持每

条腿使用原先编好码的绷带。对于未坚持包扎或

左、右侧混用者均应剔除。

’$疗效观察：

（&）测量指标：压痛、自发痛、功能障碍、肿胀面

积、()*分度，共+种。软组织伤每#,观察&次，

共观察’次，-,后结束实验；应力性骨折每周观察

&次，共观察’次，’周后结束实验。每项指标由专

人逐一测量登记。

（#）测量方法：!疼痛指数：用&./0定点法［%］。

"功能障碍：重指走路跛行，需人扶才能走路，不能

参加训练（定义为%分）；中指走路跛行，活动明显受

限制，不能参加相关训练项目，可部分地参加其他项

目（定义为#分）；轻指走路基本正常，活动受到一定

限制，可部分参加相关项目，可照常参加其他项目

（定义为&分）。#肿胀面积：取最大肿胀部位用软

尺测量并用笔在测量部位周围划线标记，取最大长

径和宽径，二者相乘即得。$()*分度：选择部分

12病例治疗前后到西京医院同位素室作核素骨闪

烁显像（()*）检查，参照3456等［’］提出的分级诊

断标准依核素浓集程度及范围对应力性骨折作出分

级诊断。

（%）疗效判定标准：按治愈、有效、无效三级标准

判定。!软组织伤疗效判定标准：治愈：压痛指数为

.，无功能障碍，肿胀消失；有效：压痛指数减少’以

上，功能障碍减少&级以上，肿胀面积减少#/0#以

上；无效：压痛指数、肿胀面积、功能障碍不变或增

加。"12疗效判定标准：治愈：压痛、自发痛指数为

.，无功能障碍；有效：压痛、自发痛指数减少’以上，

功能障碍减少&级以上；无效：压痛、自发痛指数、功

能障碍无变化或增加。

三、统计分析

建立278956:数据库，将所有资料输入计算机，

计算"、!两 组 的 治 愈 率、有 效 率、总 有 效 率。用

1;11<$.软件包进行%#检验和!检验。

结 果

一、均衡性检验

按纳入研究标准，共观察软组织伤%-例’.个

部位，"组&<个部位，!组##个部位。12（含疲劳

性骨膜炎）共有&<&人使用绷带，其中单侧-+人，双

侧<<人。使用绷带的受伤部位"组&#<个，!组

&#’个。两组伤员年龄、文化程度、治疗前病情严重

程度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二、疗效观察

&$软组织伤：软组织伤伤员中，有肿胀者"组

&#个部位，!组&<个部位，其余伴有不同程度的压

痛、功能障碍。从消肿情况来看，治疗后!组明显

优于"组（!=#$-.%，"!.$.+）。压痛指数、功能障

碍减轻程度两组治疗后都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但

"、!两 组 之 间 治 疗 后 压 痛 指 数（!=.$>%’，""
.$.+）和功能障碍（!=.$+.-，"".$.+）差异无显著

性，结果见表&。

#$12：在观察期间共有&>%例#+#个受伤部位

使用了绷带。受伤者中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压痛和

自发痛，肿胀者少见，观察’周后疗效同软组织伤一

样，"、!两组治疗后均较治疗前好转，但是减轻程

度差别无显著性。

%$()*检查评价：按病情轻重程度，随机选取

临床拟诊为双侧胫骨应力性骨折者#>人做()*，

治疗前症状出现>&%’,。骨扫描结果显示治疗后

"组有#个部位减轻，!组有’个部位减轻，其余均

无改变或加重，两种绷带之间治疗效果差异无显著

性（表#）。

表! "、!两组治疗软组织伤效果观察（##?$）

分组
肿胀面积（/0#）

治疗前 治疗后

压痛指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功能障碍

治疗前 治疗后

" #+$@+?&-$&. @$%.?&-$<@ -$&’?&$+@ %$.’?#$%. &$@+?.$+. .$@.?.$-.
! %#$<%?#.$.> #$+-?%$-%$ -$.@?&$’< #$+>?#$’> #$.<?.$>+ .$-@?.$>>

$"、!治疗前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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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效率：根据疗效判定标准，#绷带治疗软

组织伤的总有效率为$$"%&，治疗’(的总有效率

为$%")&。*绷 带 治 疗 软 组 织 伤 的 总 有 效 率 为

+$"!&，’(的总有效率为%,"-&。治疗软组织伤*
绷带优于#绷带（!).$"/，!!-"-,），而治疗’(两

种绷带差异无显著性（表0）。

表! #、*两组应力性骨折治疗前后123结果比较

分组 减轻 无改变 加重 合计

# ) /! /-" )$
* ! % /0 )!#

!).0"0/，"#.)，!$-"-,
" 包括原来无损伤，治疗后呈现123改变者，#组,例，*组0例

# 有两个部位治疗前后均为正常者，未计在内

讨 论

为客观评价该绷带的治疗效果，采取三盲随机

对照实验。#、*两种绷带外观一样，患者、观察者、

设计者均不知道何为试验组，何为对照组。观察指

标由专人负责测量。病例随机分到#、*两组，受伤

后除用#、*两种绷带不同外，两组其他措施完全一

致。双侧下肢伤#、*绷带不得混用，有效地避免了

沾染与干扰。研究中得到了部队首长的支持，全部

研究对象比较配合，仅有+人平均0",4未使用绷

带，故依从性较好，所得结果较真实可靠。

在0%例使用绷带的软组织伤战士中，治疗/周

后，#、*两组较治疗前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绷带在消肿、止痛方面好于#绷带，且差异有显著

性。*组的总有效率（+$"!&）高于#组（$$"%&）

（!!-"-,）。绷带加压包扎后，能够局部制动，有助

于稳定关节，减轻肿胀。*绷带同时具有生物活性

功能，在制动的同时，能够显著改善局部微循环，达

到消炎、消肿、止痛的作用，而#绷带则为普通绷

带。

’(系骨骼组织在长期、反复、轻微的直接或间

接应力作用下造成的骨质连续性破坏，多发生于胫

骨［,］。本次共观察胫骨应力性骨折/$0例),)个受

伤部位，#、*两型绷带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两组相比差异无显著性。从临床症状的改

善看，治疗后压痛、自发痛、功能障碍较前减轻。为

进一步观察骨质恢复情况，我们又对其中)$人做了

123检查。123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确诊应力性

骨折 的 金 标 准，在 核 素 显 像 上 表 现 为 异 常 浓 集

灶［!］。但由于价格昂贵，部队又远离医院，我们只

能对部分伤员于治疗前后各作一次检查。显像结果

表明，#组治疗后有)个部位减轻，*组治疗后有!
个部位减轻，其余均无改变或加重。治疗前有5个

部位仅表现为局限性压痛，绷带包扎!周后，有%个

部位出现’(表现。由此可见，对于预防和治疗’(
该功能绷带还达不到预期效果。

表" #、*两组治疗软组织伤与应力性骨折疗效比较

分组
软 组 织 伤

治愈 有效 无效 合计 总有效率（&）

应 力 性 骨 折

治愈 有效 无效 合计 总有效率（&）

# / // $ /+ $$"% ,- 0$ !) /)+ $%")
* + // 0 )) +$"!" $- 00 0/ /)! %,"-#

"#、*比较：!).$"/，"#.)，!!-"-,；##、*比较：!).)"$，"#.)，!$-"-,

（感谢基础护理教研室化前珍副教授、刘芳娥讲师及

+!+-0部队卫生科郝崇礼科长等人对本研究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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