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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加速康复外科工作，
促进我国骨科围手术期康复的发展

周谋望1 李 涛1

1 加速康复外科概念的提出、应用及内涵

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采用有

循证医学依据证明有效的围术期处理措施，降低手术创伤的应激反

应、减少并发症、提高手术安全性和患者满意度，从而达到加速康复

的目的。这个概念是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 Henrik Kehlet 教授于

1997年提出的[1]，因此他也被誉为“加速康复外科”之父。

ERAS并非一项新技术，而是对现有技术和流程的优化整合。

最初应用于欧洲的开放性结直肠外科手术，其ERAS治疗方案也是

较为成功的典范之一。后来，ERAS 又在外科许多手术中成功应

用，包括骨科、泌尿外科、妇科、胸外科等专科的手术。研究表明，

ERAS 的实施可以减少术后并发症，缩短住院时间，减少医疗费

用[2—3]。我国引入ERAS，将 recovery翻译为“康复”，康复医学工作

者在开展这一工作时，应该强调融入功能康复的理念。

2 以加速康复外科的理念促进我国骨科康复的开展

骨科是以治疗人体四肢、脊柱等运动系统疾病及创伤的学科，骨科疾病或多或少都会引起功能障碍；而

康复医学科是以减少患者的躯体功能障碍，使其重返社会为任务的学科。因此，从两个学科的目的和内涵层

面来看有着自然而紧密的联系，我们要借助ERAS在骨科领域的开展，促进骨科康复一体化的模式，不断加

强和深化骨科围手术期康复的开展。

在欧美发达国家，骨科疾病的治疗早已按照生物-心理-社会的全面医学模式进行。骨科医师、康复医学

科医师和康复治疗师各自为政的生物医学模式已经转变为团队治疗模式(team approach)，骨科医师、康复医

学科医师、康复治疗师和护士组成一个治疗小组，骨科手术治疗和康复治疗融为一体，骨科手术治疗和功能

恢复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使患者更好、更快、更全面、更有效地康复，重返社会。

随着ERAS概念的引入，其在我国骨科领域的发展也十分迅速。近几年，陆续有多个骨科治疗和管理策

略方面的专家共识涉及了ERAS的内容，包括2016年发表的《中国髋、膝关节置换术加速康复围术期管理策

略专家共识》[4]，2017年发表的《中国脊柱手术加速康复——围术期管理策略专家共识》[5]，2019年发表的《颈

椎后路手术加速康复外科实施流程专家共识》[6]等。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康复医学科和骨科就形成了高效的

一体化工作团队，并以这种团队工作的模式服务于骨科围手术期的患者，其中颈椎后路手术和人工关节置换

手术已经探索出了安全、高效、合理的ERAS治疗方案。人工关节置换术的康复模式还增加了术前康复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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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将康复干预时间点提前至术前1—3个月，在一定程度扩充了ERAS的内容，增强了骨科围手术期康复的

理念。

3 加速康复外科的政策导向

为推进加速康复外科发展，进一步提高外科诊疗规范化水平和诊疗效率，保障患者医疗安全，国家卫生

健康委办公厅于 2019 年 11 月下发了《关于开展加速康复外科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9〕833

号）。试点工作的目标是2019—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一定数量的医院开展加速康复外科试点。通过开

展试点工作，发挥试点医院的带动示范作用，以点带面，逐步在全国推广加速康复外科诊疗模式，提高诊疗效

果和医疗服务效率，提升医疗资源利用率，改善患者就医体验，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试点范围是

在具有相关专科的三级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首先选择骨科开展试点工作，并逐步扩大试点专科及病种范

围。并成立了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骨科邱贵兴教授为组长，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骨科裴福兴教授

为副组长的加速康复外科专家委员会骨科专家组，负责相关工作的具体实施。由此可见，国家卫生健康委十

分重视ERAS的推进，这给骨科围手术期康复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从事骨科康复的工作人员

要努力贯彻执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开展加速康复外科试点工作的通知》，以此为动力，以骨科康复一体化

的模式进一步促进骨科围手术期康复在全国的深入开展。

4 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骨科康复

随着 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一国际重大体育赛事的临近，我国的骨科康复事业也有了更大的机遇和挑

战。如何有效防治运动伤病，如何安全高效地进行骨折、韧带等软组织损伤等的骨科临床和康复治疗，如何

最大限度地提高运动员和老百姓的运动能力并延长运动寿命等都是骨科康复从业人员急需解决的问题。我

们要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脚踏实地、积极工作，为促进我国骨科康复事业的不断发展

与进步，为保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顺利进行而努力工作。

5 小结

随着国家卫生健康委对ERAS工作的重视及ERAS在国内的不断深入开展，我国骨科康复的从业人员

应以此为契机，不断提高自身业务能力，与骨科紧密合作，以更高效的骨科康复一体化团队工作模式广泛深

入开展骨科围手术期康复工作，并借助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东风，脚踏实地、积极工作，把运动创伤的康复

治疗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提供良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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