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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自行设计制备野战“风衣式”高分子材料脊柱脊髓损伤外固定担架，测定应用指标，评价应用效果。方法：应

用高分子形状记忆聚氨酯脲纳米复合材料，根据中国人体形制作野战“风衣式”脊柱脊髓损伤外固定担架，记录不同天气（下

雨、寒冷）、不同环境（陆地、江河）下完成外固定操作的时间，测量其固化时间及强度。结果：一套完整野战“风衣式”高分子材

料的外固定担架质量为（７．５±１．４）ｋｇ，完成单例外固定操作的时间为水中（２．１±０．５５）ｍｉｎ，干燥环境中（１．９±０．３５）ｍｉｎ；外

固定担架固化时间为水中（７．７±１．４５）ｍｉｎ，干燥环境中（６．９±１．２３）ｍｉｎ；外固定担架能承受的最大质量为（８０±５．７）ｋｇ。结

论：自制野战“风衣式”高分子材料脊柱脊髓损伤外固定担架可以迅速便捷进行脊柱不同部位的外固定，固化后力学强度可达

到制动要求，能适应不同野战条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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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柱脊髓损伤（ｓｐｉｎａｌｃｏｒｄｉｎｊｕｒｙ，ＳＣＩ）具有高发生率、高
致残率、高耗费、低病死率的特点，必须院前严格制动、早期
诊断、及时处理，正确的院前救治可明显提高患者术后预
后［１２］。平时条件下，脊柱脊髓损伤后患者的固定制动并不
困难，相关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但野战及突发事件（地震、水
灾）中，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损伤后患者的严格制动并不容
易，相关方法及技术并不完善，尤其缺乏简单、便捷的外固定
设备［３４］。因此，本研究根据中国人体形，采用高分子形状记
忆聚氨酯脲纳米复合材料，尝试制作简单、便捷的野战“风衣

式”脊柱脊髓损伤外固定担架，并对其各项指标进行检测，评
价应用效果，为后续临床应用奠定基础。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野战“风衣式”外固定担架的设计要求　本研究设计的
野战“风衣式”高分子材料脊柱脊髓损伤外固定担架必须满足
以下要求：适合中国人的体形；质量轻；便于携带；固化迅速；适
应于雨天及水中应用；取代所有外固定；可承担担架作用；取代
手术床适用于野战救治；操作简单，利于争取抢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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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设计原理及制备材料　采用高分子形状记忆聚氨酯脲

纳米复合材料（南京中茂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制作外固定担

架［５６］，杂化材料是继单组分材料、复合材料和梯度功能材料

之后的第四代材料，是一种均匀的多组材料，其中至少有一

相及其一个维度在纳米数量级，纳米颗粒相与其他相间通过

化学（共价键、整合键）或物理（氢键等）作用在纳米水平上复

合［７１０］。

　　外形设计：展开状态下支架大小为２．１ｍ×１．５ｍ；背面：

装有长约９０ｃｍ拉链，便于穿脱（图１Ａ、１Ｄ）；剖面：支架厚度

约１ｃｍ，具有较好的支撑作用并保持防水、透气效果，两侧肩

部各装有海绵垫增加固定效果并防止局部皮肤压伤（图１Ｂ）；

正面：设置三色警示带及前胸开口（图１Ｃ、１Ｅ、１Ｆ）。

图１　自制外固定担架背面（Ａ、Ｄ）、剖面（Ｂ）、正面（Ｃ、Ｅ、Ｆ）示意及实物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ｅｓａｎｄｐｈｏｔｏｓｏｆｓｅｌｆｍａｄｅ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ｒｆｒｏｍｂａｃｋｖｉｅｗ（Ａ，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ｖｉｅｗ（Ｂ）ａｎｄｆｒｏｎｔａｌｖｉｅｗ（Ｃ，Ｅ、Ｆ）

１．３　外固定担架应用指标测定　将外固定支架在驻军演习
训练中应用，准确记录水中和干燥环境下各完成５例外固定
操作的时间及外固定担架的固化时间，测量外固定担架完全
固化后所能承受的最大质量。

２　结　果

　　 一套完整高分子材料“风衣式”外固定担架质量为
（７．５±１．４）ｋｇ，完成１例外固定操作时间水中（２．１±０．５５）

ｍｉｎ，干燥环境（１．９±０．３５）ｍｉｎ；不同环境外固定担架固化时
间分别为干燥环境（６．９±１．２３）ｍｉｎ、水中（７．７±１．４５）ｍｉｎ；
外固定担架能承受的最大质量为（８０±５．７）ｋｇ。

３　讨　论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脊柱脊髓损伤外固定方法包括：ｈｅｌｏ
外固定支架、石膏固定等［１０１１］，但需要特殊器械及一定的操
作技术，或需时较长，并对周围环境要求较高，难以在水中及
雨天操作，均不适合在野战条件下使用［１２１４］。本研究自制的
野战“风衣式”外固定担架可达到患者任何体位，能迅速便捷
进行脊柱不同部位的外固定。初步应用结果表明：高分子材
料脊柱外固定担架操作简便，固化时间及承重程度均优于传
统外固定方式，且外固定担架质量轻，既能迅速固定，又能迅
速脱固定，能有效降低后送过程中的进一步神经损伤。

［参 考 文 献］

［１］　ＢｕｃｈｈｏｌｚＡＣ，ＭａｒｔｉｎＧｉｎｉｓＫＡ，ＢｒａｙＳＲ，ＣｒａｖｅｎＢＣ，Ｈｉｃｋｓ

ＡＬ，ＨａｙｅｓＫＣ，ｅｔａｌ．Ｇｒｅａｔｅｒｄａｉｌｙｌｅｉｓｕｒｅｔｉｍ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

ｔｙ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ｗｅｒｃｈｒｏｎ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ｒｉｓｋｉｎａｄｕｌｔｓｗｉｔｈ

ｓｐｉｎａｌｃｏｒｄｉｎｊｕｒｙ［Ｊ］．ＡｐｐｌＰｈｙｓｉｏｌＮｕｔｒＭｅｔａｂ，２００９，３４：６４０

６４７．

［２］　ＧｉｂｅｒｔＫ，ＧａｒｃíａＲｕｄｏｌｐｈＡ，ＣｕｒｃｏｌｌＬ，ＳｏｌｅｒＤ，ＰｌａＬ，Ｔｏｒｍｏｓ

ＪＭ．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ａｂｏｕ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ｉｎｊｕｒ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ｕｌｅｓｂｙｓｔａｔｅｓ［Ｊ］．

ＳｔｕｄＨｅａｌｔ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Ｉｎｆｏｒｍ，２００９，１５０：５７９５８３．

［３］　叶晓健，袁红斌，何海龙，许国华，卢旭华，徐海涛，等．地震后四

肢瘫伤员在野外环境下的急诊救治［Ｊ］．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２００８，２９：５８１５８２．

ＹｅＸＪ，ＹｕａｎＨＢ，ＨｅＨＬ，ＸｕＧＨ，ＬｕＸＨ，ＸｕＨＴ，ｅｔａｌ．

Ｕｒｇ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ｑｕａｄｒｉｐｌｅｇｉａ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Ｓｉ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ｕｎｄｅｒｆｉｅｌ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Ｊ］．ＡｃａｄＪＳｅｃＭｉｌＭｅｄＵｎｉｖ，２００８，

２９：５８１５８２．
［４］　ＢｏｓｗｅｌｌＲｕｙｓＣＬ，ＳｔｕｒｎｉｅｋｓＤＬ，ＨａｒｖｅｙＬＡ，Ｓｈｅ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Ｃ，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ＪＷ，ＬｏｒｄＳＲ．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ｓｆ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ｕ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ｓｉｔｔｉｎｇｉｎ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ｔｈａ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ｉｎｊｕｒｙ［Ｊ］．ＡｒｃｈＰｈｙｓＭｅｄＲｅｈａｂｉｌ，２００９，９０：１５７１１５７７．
［５］　代道胜，刘若望，袁继新．形状记忆聚氨酯的防水透湿性研究进

展［Ｊ］．中国皮革，２００８，３７：２０２３．
［６］　路慧喜，王贵友，胡春圃．形状记忆聚氨酯脲／ＳｉＯ２纳米复合材

料的研究［Ｊ］．塑料工业，２００８，３６：１４１８．
［７］　ＳｅｋｉｇｕｃｈｉＭ，ＫｉｋｕｃｈｉＳ，ＭｙｅｒｓＲ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ｐｉｎａｌｓｔｅｎｏ

ｓ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ｃａｕｄａｅｑｕｉｎａ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ａｉｎ［Ｊ］．Ｓｐｉｎｅ（ＰｈｉｌａＰａ１９７６），２００４，２９：



第１１期．史建刚，等．自制野战“风衣式”脊柱脊髓损伤外固定担架及应用指标测定 ·１３１５　 ·

１１０５１１１１．
［８］　俞　朴，张守愚，毕浩然．纳米级表面轮廓传感器［Ｊ］．微细加工

技术，１９９９，１７：５６６１．
［９］　ＩｔｏＴ，ＯｈｔｏｒｉＳ，ＩｎｏｕｅＧ，ＫｏｓｈｉＴ，ＤｏｙａＨ，ＯｚａｗａＴ，ｅｔａｌ．Ｇｌｉ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ｄｐ３８ＭＡＰｋｉｎａｓｅｍｅｄｉａｔｅｓｐａｉｎｉｎａｒａｔｍｏｄｅｌｏｆ

ｌｕｍｂａｒｄｉｓｃｈｅｒｎ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ｄｕｃｅｓｍｏｔ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ｒａｔ

ｍｏｄｅｌｏｆｌｕｍｂａｒｓｐｉｎａｌｃａｎａｌ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Ｊ］．Ｓｐｉｎｅ （ＰｈｉｌａＰａ

１９７６），２００７，３２：１５９１６７．
［１０］贾连顺．现代脊柱外科学［Ｍ］．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２００７：

８６５８７５．
［１１］胥少汀．实用骨科学［Ｍ］．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２００５：５５１

５６０．
［１２］ＸｕＪＴ，ＸｉｎＷＪ，ＷｅｉＸＨ，ＷｕＣＹ，ＧｅＹＸ，ＬｉｕＹＬ，ｅｔａｌ．ｐ３８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ｕｎｉｎｊｕｒｅｄ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ｅｕｒ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ｓｐ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ｇｌｉａ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ｔｏ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ｉｃｐａｉｎｉｎ

ｄｕｃｅｄｂｙ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ｍｏｔｏｒｆｉｂｅｒｉｎｊｕｒｙ［Ｊ］．ＥｘｐＮｅｕｒｏｌ，２００７，

２０４：３５５３６５．
［１３］ＭｕｒａｔａＹ，ＮａｎｎｍａｒｋＵ，ＲｙｄｅｖｉｋＢ，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Ｋ，ＯｌｍａｒｋｅｒＫ．

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ａｌｐｈａｉｎ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ｏｆｄｏｒｓａｌ

ｒｏｏｔｇａｎｇｌｉｏｎｃｅｌｌ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ｈｅｒｎｉａｔｅｄｎｕｃｌｅｕｓｐｕｌｐｏｓｕｓｉｎｒａｔｓ
［Ｊ］．Ｓｐｉｎｅ（ＰｈｉｌａＰａ１９７６），２００８，３３：１５５１６２．

［１４］ＳａｈａＲＮ，ＬｉｕＸ，ＰａｈａｎＫ．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ＤＮＦｉｎａｓｔｒｏｃｙｔｅｓ

ｂｙＴＮＦａｌｐｈａ：ａｃａｓｅｆｏｒｔｈｅｎｅｕ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ｏｆ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Ｊ］．ＪＮｅｕｒｏｉｍｍｕｎ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０６，１：２１２２２２．

［本文编辑］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贾泽军

·消　息·

第二军医大学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年“银蛇奖”获奖回顾

　　“银蛇奖”是上海市卫生局、上海市卫生系统青年人才奖励基金会主办的本市卫生系统青年人才最高荣誉奖。奖励对象为

４０周岁以下，在医疗、教学、科研、预防、管理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近两年取得过省部级以上成果奖项的青年医务工作者。

　　该奖项设立于１９８９年，前３届每年评选一次，以后每２年评选一次。第一届表彰１０人，未设奖励等级；第二届开始每届表

彰１５人，设立了奖励等级，一等奖１～２人，并授予一等奖获得者的导师“特别荣誉奖”；第三届起，每位获奖者同时被授予上海

市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行政记功一次；第四届起，３５岁以下的获得者均被共青团上海市委授予“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

称号。２０年来，１２届“银蛇奖”的评选活动共表彰了１７８位青年医学人才，产生了多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９７３”项目首席科

学家及各专业领域的著名专家，有的还成长为医科大学、大型综合医院的领导。

　　由于我校全体医务人员的辛勤努力，每届评选我校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至２００９年，共有２７人获奖，其中８人获一

等奖，１２人获二等奖，６人获三等奖，７名一等奖的导师获特别荣誉奖。一等奖获奖人数在同类学校及医院中最多，占全市

近５０％。

　　１９８９年第一届　　魏品康（长征医院）

　　１９９０年第二届　　二等奖２名：张鲁榕（长征医院），孙庆斌（长海医院）

　　１９９１年第三届　　二等奖２名：张世民（长海医院），李竹青（长征医院）

　　１９９３年第四届　　一等奖１名：梅长林（长征医院）；二等奖１名：李兆申（长海医院）；特别荣誉奖１名：徐宪虎（长征医院）

　　１９９５年第五届　　一等奖１名：廖德宁（长征医院）；三等奖１名：章如新（长海医院）；特别荣誉奖１名：陈思聪（长征医院）

　　１９９７年第六届　　一等奖１名：江基尧（长征医院）；二等奖１名：江华（长海医院）；特别荣誉奖１名：朱诚（长征医院）

　　１９９９年第七届　　一等奖１名：李明（长海医院）；二等奖１名：侯建（长征医院）；三等奖１名：周伟平（东方肝胆外科医

院）；　特别荣誉奖１名：侯铁胜（长海医院）

　　２００１年第八届　　一等奖１名：孙颖浩（长海医院）；二等奖１名：袁文（长征医院）；特别荣誉奖１名：马永江（长海医院）

　　２００３年第九届　　一等奖１名：王志农（长海医院）；二等奖１名：俞卫锋（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三等奖１名：魏锐利（长征

医院）；特别荣誉奖１名：张宝仁（长海医院）

　　２００５年第十届　　一等奖１名：王林辉（长海医院）；二等奖１名：郑军华（长征医院）；三等奖１名：郑兴东（科研部）；

　　　　　　　　　　特别荣誉奖１名：孙颖浩（长海医院）

　　２００７年第十一届　二等奖１名：许传亮（长海医院）；三等奖１名：陈菊祥（长征医院）

　　２００９年第十二届　一等奖１名：戴生明（长海医院）；二等奖１名：林勇（长征医院）；三等奖１名：丁 劲（东方肝胆外科医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