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骨折的处理与康

复方法
儿童骨折是一种常见的健康问题,需要及时正确的处理和恰当的康复训练。本

文将详细介绍儿童骨折的处理流程和康复方法,帮助父母更好地照顾孩子的健

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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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骨折的特点及成因

高发生率

儿童骨折是常见的骨科疾病,由于儿童骨骼

发育期较弱,易因活动受限或外力作用而骨

折。

易发部位

骨折常见于手腕、小腿和手臂等部位,这些

部位相对较弱且活动较频繁,容易受到外力

伤害。

多种成因

儿童骨折常因跌倒、碰撞、运动意外等引

起,部分还可能由先天性骨骼疾病或骨质疏

松导致。



常见的儿童骨折类型

1 上肢骨折

包括肱骨、桡骨、尺骨等骨头的骨折,是儿童骨折最常见的

类型。

2 下肢骨折

腿部骨骼如股骨、胫骨和腓骨等部位的骨折较为常见。

3 颅骨骨折

多见于头部受到外力撞击的创伤,可能造成脑震荡或其他并

发症。

4 脊柱骨折

非常罕见,但是极其危险,需要密切监护和及时处理。



初步评估并提供急救处理

1 现场评估

迅速评估患儿受伤部位,了解骨折情况,检查生命体征是否稳

定。

2 处理方法

通过固定受伤肢体、止血、缓解疼痛等措施提供必要的急救

处理。

3 转运就诊

小心转移患儿,尽快送往专业骨科医院进行进一步诊断与治疗。



进一步诊断并制定治疗方案

1

影像学检查

X光、CT等评估骨折类型及位置

2
实验室检查

血常规、凝血功能了解整体健康状况

3
临床体检

观察皮肤损伤、肿胀程度等

4
制定治疗方案

根据诊断结果制定手术或非手术治疗方案

完成全面诊断后,医生将结合具体情况制定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既要从影像学和生化检查中了解骨折情况,也要注意评估患儿的整体健康状况。

只有在详细分析基础上,医生才能制定最合适的治疗方案,为患儿的骨折康复提供保障。



常见的骨折手术治疗方式

内固定手术

利用金属螺钉、钢板等内部

固定器械将骨折端固定在正

确位置,促进骨折愈合。多用

于复杂骨折、成人骨折。

外固定手术

将金属架外固定于骨折处,可

调节矫正骨折位置。适用于

开放性骨折、骨质疏松等疾

病。

微创手术

通过小切口,利用医疗器械固

定骨折,减少创伤。更适合儿

童骨折的治疗。

骨科植入物

如生物可降解内固定材料,能

随骨折愈合而渐渐吸收。减

少二次手术的需要。



术后伤口护理及并发症预防

伤口护理要点

仔细遵医嘱定期更换敷料,保持伤口清

洁干燥。定期清洗并观察伤口愈合情

况。

常见并发症

包括感染、出血、肿胀等。及时发现

并采取相应措施非常重要。

预防措施

饮食营养、休息调理、活动功能锻炼

等都有助于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活动功能恢复训练

1
关节活动

恢复伤肢关节灵活性

2
肌力训练

针对受损肌群进行强化

3
平衡协调

改善受伤儿童的身体协调能力

4
功能性练习

逐步恢复日常生活及运动技能

骨折康复的关键在于循序渐进的活动功能恢复训练。首先需要恢复受损关节的活动范围,同时进行针对性的肌力训练,并通过平衡协调练习改善身体

协调能力。最后逐步过渡到模拟日常生活及运动技能的功能性训练,全面恢复受伤肢体的正常功能。



物理治疗与作用

增强肌力

通过系统的肌力训练,帮助儿童恢复

骨折受损肌肉的力量,减少运动障碍。

改善关节活动度

利用各种软组织技术,逐步恢复骨折

部位关节的正常活动范围。

缓解疼痛

采用温敷、电疗等物理因子,减轻骨

折后遗留的疼痛,提高生活质量。

矫正步态

通过步行训练,帮助儿童重建正常步

态,恢复日常生活和活动能力。



占位疗法与治疗目标

占位性骨折

占位性骨折会对周围组织和结构造成挤压,

需及时处理,避免并发症。

骨折手术治疗

针对复杂的骨折,通过手术固定等方式达到

解剖复位和功能重建的目标。

康复训练目标

在医生指导下进行针对性的活动训练,促进

关节功能恢复,帮助儿童重建独立生活能力。



儿童心理辅导及家长指导

1 创伤后应激反应评估

针对骨折意外的心理应激反应,

采取专业的评估方法,关注孩

子的情绪变化和行为表现。

2 心理治疗方案设计

根据评估结果,制定包括认知

行为疗法、家庭治疗等在内的

针对性心理辅导方案。

3 家长情绪疏导

父母也需要接受情绪管理指导,

学会与孩子共情,给予正确的

支持和引导。

4 家庭教育指导

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为家长

提供有针对性的育儿建议,帮

助建立良性互动模式。



营养支持在骨折康复中的作用

促进骨骼修复

营养素如蛋白质、钙、维生

素D等能够促进骨折部位的血

管生成、骨细胞活性和骨基

质重建,加快骨折的愈合过程。

维持肌肉功能

充分的营养供给有助于保持

患儿的肌肉力量和耐力,为后

期的恢复训练奠定基础。

预防并发症

良好的营养状况可以降低骨

折患儿感染、压疮等并发症

的发生风险,确保治疗效果。

促进心理健康

适当的营养供给可以改善患

儿的精神状态和情绪,从而增

强他们应对创伤和恢复的意

志力。



矫形固定设备的选择与应用

常见矫形固定设备

石膏绷带、金属支架、塑料固

定器等,根据骨折类型和程度选

择最适合的。

合理调整固定装置

定期检查及调整固定设备,确保

牢固可靠,并保证关节活动度。

恢复训练与矫形装置

与物理治疗配合,逐步调整固定

装置,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功能性

训练。

注意保护与防护

护理固定装置,预防皮肤炎症,

充分保护伤肢,避免再次受伤。



骨折愈合过程的观察重点

X 射线评估

定期进行 X 射线检查,评估骨折

线的愈合情况和骨折端的对位状

态。

生物学指标

检测骨代谢指标如碱性磷酸酶、

骨钙素等,了解骨折愈合的代谢

进度。

功能恢复

密切关注患肢的活动功能、关节

活动度、肌力等指标,评估康复

效果。

并发症监测

警惕并发症如感染、骨坏死等的

出现,及时采取相应预防及治疗

措施。



定期随访及时发现问题

制定定期随访计划

根据骨折的严重程度和康复进度，制定定期复查的时间安排。

全面评估患儿恢复情况

检查骨折部位的愈合情况、功能恢复程度和并发症发生。

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及时发现康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措施。

调整治疗方案

根据定期随访的评估结果,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患儿顺利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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