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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是体育运动中常见的伤病,且在高校

学生体育锻炼中的发生率较高。可能会引起患者关节、韧带等的损

伤,严重时可能会导致患者的组织撕裂,引起患者的运动功能障

碍,给患者的生存质量造成严重的影响。该次研究分析体育运动急

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的适时治疗和预防,选取山东省运动康复研

究收治的体育运动中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患者102例,随机分为

两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方式(51例),观察组采用适时治疗和具

体的预防措施,比较疗效,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2月至2016年3月该院体育运动中急性闭合软组织

损伤患者102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采用该院适时治疗和预防措

施的观察组(51例)与采用常规治疗的对照组(51例)。且所有受伤患

者均为该院学生,其中,观察组患者中男性38例,女性患者13例,年

龄19～24岁,平均年龄(22.03±1.34)岁。对照组患者中男性36例,

女性患者15例,年龄18～23岁,平均年龄(21.73±1.05)岁。其中产

生体育运动损伤的主要原因为准备活动不当、技术动作错误、动作

粗野、用力过猛等。由此可见,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和损伤因素等

一般资料上没有显著差异(P＞0.05),可以比较[1]。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的方式,主要采用推拿、按摩和常规训练

等。观察组主要采用实时治疗和有效预防措施。

1.2.1 适时治疗

该院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的适时治疗,主要分为早期治疗、

中期治疗和晚期治疗3个时期。在不同的时期选择适宜的治疗方

式,具体内容如下。

(1)早期治疗,主要是在患者发生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的0～

48 h内,这一期间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为红肿、灼热等。首先,需要

减少患者损伤部位的活动,使得软组织损伤的临床症状可以得到

缓解,起到降低患者疼痛的效果。其次,为了缓解患者的疼痛和肿胀

情况,可以采用冷敷的方式,促使患者的毛细血管可以得到收缩,达

到防治淤血扩散的情况,抑制局部充血,降低患者损伤部位的温度,

减轻患者疼痛。通常情况下,0～48 h内,每3～4 h展开一次冰敷,每

次持续0.4～0.5 h。最后,结合患者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部位,适

当对其进行垫高,达到减少患者血液循环的目的,避免肿胀[2]。

(2)中期治疗,患者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后48 h以后1～3周

内均属于治疗中期,这时期治疗的方式主要是改善患者损伤部位

的血液循环,推动患者损伤部位康复。热敷,促使患者的软组织损

伤部位温度提升,提高皮下血管的扩张水平,加快血液循环,加强

患者的软组织恢复情况。借由热敷还可以加快相关药物的吸收,达

到治疗效果,通常情况下,可以采用热毛巾和热水袋,4次/天,持续

0.3～0.5 h/次。按摩、湿热敷完成后,结合有效的按摩,促使患者

的筋骨回位置,达到活血化瘀的目的。按摩过程中,主要从伤处的

边缘展开,逐渐向患者软组织处移动,对患者软组织损伤部位进行

刺激,提升患者的再生能力,达到治疗的效果。

(3)后期治疗,这一时期为患者软组织受伤后3～8周,肿胀、淤

血等均已消失,软组织功能逐渐恢复。期间,主要以辅助患者康复

和软组织重建为目的,首先,需要根据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的基

本情况,为患者制定适宜的锻炼项目,保障患者的软组织周围肌

肉、肌腱等得到有效的训练。在服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适当展开

按摩和理疗等方式,推动患者的康复水平[3]。

1.2.2 预防

针对体育运动中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具体产生的因素,合

理地开展预防措施。

(1)正确认识准备活动,准备活动的效果是使得患者的软组织

和关节可以得到适当舒展,为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基础。通过健康

教育的方式,促使运动人员充分重视准备活动的重要性,再按照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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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要求,认真地完成准备活动。

(2)合理地对运动负荷进行设计,结合具体的天气和体育运动人

员的身体状况,合理地对运动负荷进行设计,减少粗暴动作的出现。

(3)对容易受伤的部位加强练习,以踝关节为例,通过加强踝关

节内外侧肌肉和韧带的训练,减少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的出现。

1.3 观察指标

比较分析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治愈:患者所有临床症状消

失,运动能力恢复。显效:症状消失且逐渐好转。有效:症状呈现好

转趋势。无效:症状没有得到改善,且存在加重的趋势。

1.4 统计学分析

该次实验数据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计

量资料对比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对比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经过适时治疗的观察组患者治愈38例,占74.51%;显效9例,

占17.65%,有效3例,占5.82%;总有效50例,占98.04%,明显优于

对照组患者的治愈30例,占58.82%;显效6例,11.76%;有效1例,

占2.96%;总有效37例,占72.54%,差异显著(P＜0.05)。

3 讨论

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是体育运动中的常见伤病,影响患者的

身体健康和生活水平,其中导致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的因素主

要有:前期准备活动不够充足、动作粗暴、运动量安排不够合理等。

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就可能会导致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的发

生。针对体育运动中的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需要采取适时治疗,

根据患者的受伤早期、中期和晚期,提高患者的康复水平,且结合具

体的损伤因素,制定有效的预防措施[4]。该次研究探究分析体育运

动中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的适时治疗及预防措施,发现经过适

时治疗的观察组患者治愈38例,占74.51%,显效9例,占17.65%,有

效3例,占5.82%,总有效50例,占98.04%,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的治

愈30例,占58.82%,显效6例,占11.76%,有效1例,占2.96%,总有效

37例,占72.54%,差异显著(P＜0.05)。由此可见,针对体育运动中急

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的适时治疗及预防,可以有效地提高急性闭

合性软组织的治疗效果,减少发生率,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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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治疗有效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康复体育治疗主要是通过体育

运动唤醒身体某部分已经沉睡很久的机能,如果使用麻醉针那不

是对它进行第二次“催眠”吗？显然使用麻醉针等化学药物是十分

不科学的。那么,唯一能够借助的辅助工具自然就只有物理工具

了。在这里多媒体系统就是非常有效的辅助工具。多媒体系统集

图、文、声为一体,对于人体的感官有极大的刺激作用,并且能让人

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那么在康复治疗中,医生则可以利用其营

造一个舒缓的氛围,让患者感觉并不是在接受治疗,从而减轻治疗

带来的痛苦。比如针对骨伤科患者,在长期卧床不起的情况下,身

体的某些技能已经“沉睡”多时,再次唤醒必然要接受很大的痛苦,

那么医生可以借助多媒体系统放映一些优美的风景画,播放舒缓

的音乐,于高山流水、莺歌燕舞这样轻松的氛围下接受治疗,痛苦

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减轻。

2.3 借助多媒体系统实时监测患者的各项机能

进行康复体育的患者都是身体机能受到损伤的,身体的状况

是十分脆弱的,并且康复体育都带有一定的运动强度,稍微不当的

操作都会给患者带来极大的影响。同时在以往的康复治疗中,普遍

是先检测再运动最后再检测的模式。这样的治疗模式过程十分繁

琐,需要多次进行检测,对于运动过程中出现的状况也不可控制。

那么在康复体育治疗中引进多媒体系统就能极大地简化工作,直

接将多媒体系统成像屏幕与患者、监测设备相连,在运动过程中可

以直接观测患者身体的各项数据,并在运动结束后直接打印出报

告,避免了再次检测。这样减轻了医生的工作任务,同时还使得患

者的健康更大程度上受到保障。比如在康复治疗中常常遇到一些

三高人群,一些简单的运动都会使身体状况出现异样,这个时候利

用多媒体系统进行实时监测就相当有必要了。

3 结语

以上是笔者的浅薄见解,总而言之,要在短时间内改变以往对

康复体育投入不足的窘境,实现该事业的腾飞是非常困难的。在其

中合理运用多媒体系统只是一个有效的辅助工具,要想取得良好

成效,还需要相关部门的正确运用,使它更大程度地服务于康复体

育事业。要做好具体运用工作,需要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深入了解

目前康复体育的现状,针对实际情况设计科学合理的运用方案,最

终要在运用中落实细节之处,做到取长补短,使多媒体系统的优势

最大程度地发挥,促进体育康复事业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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