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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研究婴幼儿脑性瘫痪"

b[

#粗大运动功能评价量表的信度及效度$方法
!

应用婴幼儿
b[

粗大运动功能评价

量表"

aR1R

#

;%

项测式条目"

aR1R;%

#!对
$"'

例
&

#

*%

个月
b[

患儿"

b[

组#分别用
aR1R;%

和
aR1R;;

量表进行测量!对

!#

例同年龄段的正常儿童"对照组#运用
aR1R;%

进行粗大运动功能的评估!以检验
aR1R;%

的信度"内部一致性#%平行效度%

区分效度$结果
!

aR1R;%

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F

$

%4!

#&与
aR1R;;

分值之间呈高度相关性"

[<F@96:

相关系数
T

%4!&%

#&

b[

组粗大运动功能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

#

%4%)

#$结论
!

婴幼儿
b[

粗大运动功能评价量表
aR1R;%

具有良好的信

度和效度!可有效评估
b[

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状况$

关键词"脑性瘫痪&粗大运动功能评价量表&信度&效度

567

!

$%4'!*!

"

8

4799:4$*"$,;'&;4#%$$4#*4%$!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

"

#%$$

#

#*,#*&',%#

9#)*,3*)*%

1

,+-2,)*-*%

1

'"%8#P0'&&7'%'0W(+$%*'+7#,&(0#

$

P7W7

%

*+3,3*#&,+-*+",+%&<*%8$#0#30,)

D

,)&

1

*)$

'

L,

#

0,)&A&$

'

#

S1$%&$

'7

,$

'

#

%)$+,)$

<

,$

'

#

+,)$

'

E(,

<

)$

'

$

S1()P,=,9)9,&$@1$918&

2

@(,=481$V>5&>

7

,9)=@(&$

'6

,$

'

/14,?)=I$,J18>,9

<

#

@(&$

'6

,$

'

&%%%$&

#

@(,$)

%

43&%0,$%

!

53

6

#$%*2#

!

/67:J<9A7

H

FA<AB<@<?7FK7?7A

I

F:5JF?757A

I

6CAB<a@699R6A6@1E:DA76:R<F9E@<

$

aR1R

%

7:7:CF:AL7AB

D<@<K@F?

>

F?9

I

$

b[

%

47#%8'-&

!

2:6@5<@A6<JF?EFA<AB<@<?7FK7?7A

I

$

7:A<@:F?D6:979A<:D

I

%#

AB<

>

F@F??<?JF?757A

I

F:5AB<579D@7G7:FA<JF,

?757A

I

#

$"'7:CF:A9L7ABD<@<K@F?

>

F?9

I

F

H

<5&A6*%G6:AB9L<@<G<F9E@<5K

I

aR1R

$

;%7A<G9

%

F:5aR1R

$

;;7A<G9

%

4-??A6

H

<AB<@

!#B<F?AB

I

7:CF:A96CAB<9FG<F

H

<L<@<<JF?EFA<5K

I

aR1R

$

;%7A<G9

%

49#&()%&

!

2ALF9C6E:5ABFAAB<aR1R

$

;%7A<G9

%

BF5

H

665

7:A<@:F?D6:979A<:D

I

$

F

$

%4!

%&

F:5AB<@<LF9FB7

H

BD6@@<?FA76:K<AL<<:aR1R

$

;%7A<G9

%

F:5aR1R

$

;;7A<G9

%$

[<F@96:D6@@<?F,

A76:D6<CC7D7<:AT%4!&%

%&

b<@<K@F?

>

F?9

I

DB7?5@<:9D6@<597

H

:7C7DF:A?

I

?6L<@ABF:DB7?5@<:7:

H

@699G6A6@

$

!

#

%4%)

%

4:'+$)(&*'+

!

/B<@<?7FK7?7A

I

F:5JF?757A

I

6CaR1R

$

;%7A<G9

%

7A<G97:7:CF:A9L7ABD<@<K@F?

>

F?9

I

F@<

H

6654-:5AB<

H

@699G6A6@CE:DA76:7:7:,

CF:A9L7ABD<@<K@F?

>

F?9

I

D6E?5K<<CC<DA7J<?

I

<JF?EFA<54

;#

1

<'0-&

!

D<@<K@F?

>

F?9

I

&

H

@699G6A6@CE:DA76:G<F9E@<

&

@<?7FK7?7A

I

&

JF?757A

I

!!

脑性瘫痪$

D<@<K@F?

>

F?9

I

#

b[

%是指一组持续存在导致活动

受限的运动和姿势发育障碍综合征#这种综合征是发育中的胎

儿或婴儿因脑部非进行性损伤引起(

b[

的运动障碍常伴随感

觉'认知'交流'感知和$或%行为障碍#以及癫痫和继发性骨骼

肌问题)

$

*

(目前大多数研究认同
b[

临床分型为痉挛型'运动

障碍型$包括不随意运动型'肌张力不全型%#共济失调型'肌张

力低下型和混合型)

#

*

(不论何种类型的
b[

#对其粗大运动功

能进行有效而正确的评价#是
b[

康复治疗的基础和前提#亦

对
b[

患儿预后的判断有着重要的影响(粗大运动功能量表

$

H

@699G6A6@CE:DA76:G<F9E@<

#

aR1R

%用于测量
b[

患儿的

运动功能#在粗大运动状态随时间或干预而出现的改变)

',&

*

#是

b[

患儿粗大运动功能评估中使用最为广泛的量表$量表有
;;

个测试条目#简称
aR1R;;

%(长期的临床实践表明#

aR,

1R;;

虽能有效反映
b[

患儿粗大运动状态的动态改变#但不

能定量反映
b[

患儿与正常幼儿的运动能力#且测试条目有相

互重叠的部分(婴幼儿
b[aR1R;%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

进#并增添了影响
b[

患儿独立行走的极有价值的早期预测指

标)

),*

*

(现将本研究对
aR1R;%

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结果

报道如下(

=

!

资料和方法

=4=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康

复中心接受治疗的
$"'

例
b[

患儿为瘫痪组$

b[

组%#均符合

$!;;

年全国
b[

座谈会诊断标准)

"

*

(其中#男
$$$

例#女
*#

例&

年龄为
&

#

*%

个月#平均
$"4'*

个月(临床分型中#痉挛型
!;

例#肌张力低下型
))

例#混合型
'

例#运动障碍型
#

例#不可分

型
$)

例(在重庆市
$

所幼儿园及
$

家医院的儿童保健科登记

的幼儿中抽取正常健康儿童
!#

例$排除有智力障碍者%为对照

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个月#平均
#)4&

个月(

=4>

!

运动功能评价标准
!

采用婴幼儿
b[aR1R;%

)

;

*

$任永

平教授等在
aR1R;;

的基础上改进而来#共有
;%

个测试条

目%#根据测试体位'完成顺序及便于记分将其分为
)

个功能

区!

-

区为卧位运动及部分原始反射残存'姿势反射$降落伞反

射%建立$

#$

项%&

P

区为爬与跪位运动$

$'

项%&

b

区为坐位运

动结合平衡反射建立$

$)

项%&

+

区为站立位运动$

$$

项%&

Y

区

为走'跑'跳及攀登运动$

#%

项%(采用
NE99<??

#

%

#

'

分
&

级评

分法!

%

分表示完全不能完成动作&

$

分表示完成动作小于

$%(

&

#

分表示能完全动作的
$%(

#

$%%(

#

'

分表示能够顺

利'圆满完成动作(结果计算!功能区得分
T

$功能区实际得分

之和"该功能区最大评分数%

i$%%

#总分
T

各功能区得分之和"

)

$功能区总数%(此外#为了提高其敏感度以及治疗目的的需

要#还可计算实际得分#即$相应功能区之和"检查功能区数%

i

$%%(

(所得分值越高#说明粗大运动功能发育越好(

=4?

!

调查方法
!

对
b[

组采用
aR1R;%

量表和
aR1R;;

量

表分别进行粗大运动功能评估(为确保测试的一致性及准确

性#两个量表的测试皆由同一评估员进行(对照组仅接受

aR1R;%

量表进行粗大运动功能评估(

=4@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Q[QQ$'4%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采用
b@6:KFDB

"

系数评价量表内部一致性(

%4"%

以上是可接

受的最小信度值)

!

*

#

$

%4!%

#则表示信度非常高)

$%

*

&平行效度

采用
[<F@96:

相关系数进行比较&

b[

患儿与正常幼儿得分的

差别采用
9

检验分析来考察量表的区分效度(

!

#

%4%)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aR1R;%

的信度
!

两组粗大运动功能结果显示#各功能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区及总分的
"

系数均大于
%4!

表明
aR1R;%

有很高的信度#

见表
$

>4>

!

aR1R;%

的效度

>4>4=

!

平行效度
!

b[

组粗大运动功能
a1R1;%

的分值与

aR1R;;

的分值之间的
[<F@96:

相关系数为
%4!&%

$

!T

%4%%%

%$图
$

%#表明
aR1R;%

量表的分值与
aR1R;;

分值之

间有良好的平行效度(

>4>4>

!

区分效度
!

通过对两组粗大运动功能的评估分值进行

9

检验#考察该量表的区分效度$表
$

%(正常儿在各功能区及

总分的平均值均高于脑瘫儿#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

#

%4%)

%#

表明该量表能有效区分正常儿和脑瘫儿#区分效度良好(

表
$

!!

两组粗大运动功能分值比较

分区
对照组$

$T!#

%

平均值 准差

b[

组$

$T$"'

%

平均值 准差
"

系数
9 !

-

区
!)4*'% $$4'#" *'4'!% #*4"#! %4!)' $$4%&)

#

%4%)

P

区
"%4**% '&4)&; $)4&!% #"4$'% %4!*% $&4#!;

#

%4%)

b

区
!%4")% $&4**# &;4*!% #;4&&& %4!&& $'4#*!

#

%4%)

+

区
*'4%!% '"4**# $$4!&% ##4)!; %4!'* $'4;%#

#

%4%)

Y

区
)&4%%% '"4;;* ;4**% $"4'*! %4!)& $'4''!

#

%4%)

总分
"&4;#* #)4)$" #!4"!& #$4;#) %4!$% $)4%*'

#

%4%)

4

!!!!!!!!!!!!

粗大运动功能分值

图
$

!!

aR1R;%

项分值与
aR1R;;

项分值的

相关性检验$

8T%4!&%

%

!

#

%4%)

'

?

!

讨
!!

论

有研究证实#

aR1R;;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

*

#已被

广泛应用(本研究发现#它缺乏与正常幼儿区分的量化指标#

条目中有测量相重叠的部分(任永平等)

;

*通过研究发现#原始

反射的消失'平衡反射的建立#对
b[

患儿以后能否独立行走

有着重要的价值(因此#在
aR1R;;

的基础上#对
aR1R

的

条目进行了改进#添加了影响
b[

患儿独立行走的极有价值的

早期预测指标#最终确定了婴幼儿
b[

粗大运动功能评估量表

$简称
aR1R;%

%(本文对婴幼儿
b[aR1R;%

进行了进一步

研究#以检测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

$"'

例
b[

患儿各功能区及总分的

b@6:KFDB

"

系数在
%4!$%

#

%4!*%

之间#均高于
%4!%

#说明

aR1R;%

有非常高的信度#量表的稳定性好#可用于
b[

儿粗

大运动功能评估(本研究从平行效度和区分效度两方面对量

表效度进行分析(在平行效度中#以国内外通用性较强的用于

评估
b[

患儿的
aR1R;;

作为标准#以确定
aR1R;%

与之的

平行效度(分析结果显示#两者分值之间呈高度相关$

[<F@96:

相关系数
T%4!&%

%#表明两者之间具有很好的平行效度(区分

效度的检验通过比较正常幼儿与
b[

患儿粗大运动功能分值

获得#结果显示和正常幼儿比较#

b[

患儿粗大运动功能各功能

区及总分的分值都明显降低$

!

#

%4%)

%#与任永平等)

;

*的研究

结果一致#表明
aR1R;%

能有效区分正常幼儿与
b[

儿粗大运

动能力之间的差异(

本研究中#对照组的样本小#得出的结论可能有局限性(

因此#还有待大样本研究来进一步缩小因抽样而导致的误差(

在以后实际应用及实践中#量表的精确度及反应度'重测信度

等还需进一步研究(综上所述#婴幼儿
b[aR1R;%

具有良好

的信度与效度#且操作方便#计算方法简单易懂#可行性强#值

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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