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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痉挛型脑瘫患儿步态训练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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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在佩戴矫形鞋下利用减重仪对脑瘫患儿进行步态训练的疗效%方法
!

将
(.

例大龄"

(

+

岁$痉挛型脑瘫

患儿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在配戴矫形鞋下进行减重训练!结合运动综合康复治疗%对照组进行运动综合康复治疗%治疗

前&后两组分别进行摄像!评定粗大运动评分"

U!3!

$&

YBD

M

平衡评分!运动功能分级"

U!3%1

$等%结果
!

摄像显示治疗组治疗

后步态改善明显!运动能力明显提高)

U!3!

&

YBD

M

平衡评分&

U!3%1

显著增加!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而对照组也有所改善!但不如治疗组改善明显%结论
!

痉挛型脑瘫患儿在运动综合康复治疗下结合佩戴矫形鞋进行减重训练能

有效改善和提高脑瘫患儿步态及运动能力%

关键词"脑性瘫疾#矫形外科器材#减重训练#运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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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瘫'

&

(患儿步态改善及运动能力提高#直接关系到患儿以

后能否真正独立生活以及减少对社会*家庭的负担)痉挛型大

龄$

(

+

岁&脑瘫患儿步态的改善和运动能力的提高一直是儿

童康复治疗中较为棘手的难题'

)

(

)目前多数康复机构仍主要

采用包括进行肌肉*关节功能训练'

+

(

*针对性的步态训练等运

动康复治疗来改善其功能'

-

(

)虽然这些方法可以取得不同程

度的效果#但治疗中需要治疗师和患儿一对一密切配合'

'

(

#耗

用较长时间#且效果不够理想)本文旨在对佩戴矫形鞋下减重

训练是否能够有效改善患儿步态和运动能力进行总结)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例均为本中心住院脑瘫患儿#其中男
-/

例#女
&)

例%

+

$

-

岁
')

例#

$

-

$

'

岁
/

例)纳入标准!$

&

&年

龄大于或等于
+

岁%$

)

&痉挛型脑瘫%$

+

&能够完成四爬)两组

患儿治疗前各项评分和运动能力大概一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具有可比性)

@,A

!

方法
!

对照组进行运动综合康复治疗$肌力*神经促通技

术#上田法&#

+'

分钟"次#

)

次"天#治疗时间
+

个月)治疗组在

佩戴矫形鞋下减重训练加运动综合康复治疗'

(

(

#运动治疗
+'

分钟"次#

)

次"天)减重训练!下肢负重差#不能独站的患儿开

始减少体质量
+.7

$

'.7

的情况下在活动平板上步行#平板

上设定速度
.,&

$

.,)VJ

"

A

#坡度
.j

$

'j

#时间
&.

$

&'J:<

#根

据中期评价结果逐渐将体质量减少到
&.7

$

).7

#速度设定

.,)

$

.,+VJ

"

A

#坡度不变#时间延长
&'

$

).J:<

)能完成独

站#迈步困难者治疗时不减重#速度设定
.,)

$

.,+VJ

"

A

#坡度

.j

$

'j

#时间
&'

$

).J:<

#根据评价结果和患儿能力逐渐不减

重#逐渐增加坡度*时间*速度#治疗中一直佩戴矫形鞋#治疗时

间
+

个月)

@,B

!

疗效标准
!

治疗
+

个月后采用粗大运动评分$

U!3!

&*

YBD

M

平衡评分*运动功能分级$

U!3%1

&进行疗效评定)

A

!

结
!!

果

治疗组治疗后步态改善明显#运动能力明显提高!

U!3!

*

YBD

M

平衡评分*

U!3%1

显著增加#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而对照组也有所改善#但不如治疗组改善明

显)两组
U!3!

*

YBD

M

平衡评分*

U!3%1

比较见表
&

*

)

)

表
&

!

治疗前(后两组患儿
U!3!

(

YBD

M

平衡

!!!!

评分变化%

F @̂

&

组别
&

YBD

M

平衡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U!3!

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 /,/+̂ &,./

)-,6(̂ &,.-

"

(-,((̂ (,-'

//,.+̂ &,'-

"

对照组
+. /,/(̂ &,.6

$,6+̂ &,))

F

(-,'.̂ (,+.

($,.6̂ (,.-

F

!!

"

!

!

%

.,.&

#

F

!

!

$

.,.'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表
)

!!

治疗前(后两组患儿
U!3%1

变化%

F @̂

&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 +,)+̂ .,(+

&,/.̂ .,((

"

对照组
+. +,).̂ .,((

+,&+̂ .,(+

F

!!

"

!

!

%

.,.&

#

F

!

!

$

.,.'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B

!

讨
!!

论

就步态训练而言#必须从步行三要素进行'

6

(

!负重*迈步*

平衡)而减重训练'

/

(通过吊带将患儿悬吊#减轻步行时髋部和

双下肢负重#可使患儿步行中身体重心分布趋$下转第
(6'

页&

)6(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6

期



过促进
3F5

*

3F5#4

表达*抑制
YCE#)

的表达*增加
CF

I

F5B#+

表

达#可抑制体外肿瘤细胞的生长)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患者口服米非司酮和桂枝茯苓胶

囊期间均出现闭经#痛经症状逐渐缓解)与单用米非司酮的对

照组相比较#子宫体积缩小更加明显#子宫内膜萎缩#雌*孕激

素水平进一步降低#而
31]

*

4]

的浓度改变不明显)停药
(

个月后#仅有
)

例患者痛经症状无明显改变#有效率达

$-,&)7

)在服药期间不良反应较轻#不需要特殊治疗#无患者

出现肝*肾功能损伤和血常规检查结果异常)因此#米非司酮

联合桂枝茯苓胶囊治疗子宫腺肌病疗效满意*不良反应小及复

发率低#尤其适用于需要药物保守治疗或者实行保守手术治疗

预防复发的年轻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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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称#提高步行稳定性)而下肢关节负荷减轻可以改善和加

大下肢关节活动范围'

$

(

)同时下肢佩戴矫形鞋#使患儿髋关

节*膝关节*踝关节处于正常功能位#使患儿能够很好的控制重

心转移#结合减重状态下可以调节下肢肌张力#控制和缓解由

于负重引发肌张力增高导致尖足*内外翻异常姿势#及早输入

符合正常人生理的步行模式'

&.

(

)患儿在减重装置保护下消除

紧张心态#促进主动迈步和自身平衡能力的感受和调节)因

此#佩戴矫形鞋减重训练提供了一个动态训练方法'

&&

(

#真正将

步行三要素有机结合起来#促进正常步态模式的建立)本文治

疗组所有病例在佩戴矫形鞋下减重训练
+

个月#

U!3!

*

YBD

M

平衡评分*

U!3%1

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表明步态及运动能力得到明显改善)在佩戴矫形鞋'

&)

(

下减重'

&+

(的特殊训练方法#不能替代物理疗法'

&-

(

#但可作为

康复治疗有效辅助和有力补充)综上所述#佩戴矫形鞋下减重

训练结合运动综合康复治疗能有效改善大龄脑瘫患儿步态和

运动'

&'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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