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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膝关节置换术患者恐动症的研究进展$

蔡立柏 综述!刘延锦%审校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郑州
!/22/-

$

!!

"关键词#

!

全膝关节置换术'恐动症'综述

"中图法分类号#

!

8̂4!37

"文献标识码#

!

P

"文章编号#

!

6856:47!4

"

-2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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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膝关节置换术$

J\P

%是指用人工关节置入人体代替病

损膝关节功能的一类手术方法"

6

#

!已成为治疗膝关节屈曲挛缩

畸形'膝关节外翻及骨性关节炎等疾病的最佳治疗方案(近来

研究发现!恐动症是
J\P

预后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

#

(因

J\P

术后恐动症发生率较高!且影响膝关节的功能恢复!而受

到了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密切关注(我国对于恐动症的研究还

处于初级探索阶段!仅有少量报道提及相关内容"

7

#

!且主要集

中于慢性疼痛方面(本文就
J\P

患者恐动症的研究现状进

行综述!以期为恐动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

!

恐动症的概念及发生机制

!!

"?'I?F

等"

!

#在
6.47

年提出了-恐惧
:

运动
:

回避.模型!用

以解释患者对于疼痛的不良感知!如何影响身体活动或运动!

进行产生运动恐惧(其实质是患者对待外界疼痛刺激做出何

种反应!若将疼痛看作是对自身健康的一种威胁!并将疼痛刺

激过度扩大!就会因错误的认知而产生消极的行为!出现运动

恐惧(

\#B%

等"

/

#在
6..2

年提出了恐动症的概念)-因机体受到

疼痛性的伤害或损伤导致自身疼痛敏感性增强!进而对身体活

动或运动产生的一种过度的'非理性的恐惧.(同时指出患者

对疼痛刺激的不同认知!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改变(面对疼痛刺

激!患者一般会产生两种行为应对方式)一种为努力克服疼痛!

即虽然认为疼痛对身体产生了不良刺激!但仍能克服对疼痛的

恐惧!坚持身体活动或运动!直到恢复至以往运动水平&另一种

是将疼痛感知扩大化'灾难化!将注意力全部聚焦在外界环境

中的疼痛刺激上!导致其关注点局限'机体痛觉敏感性增强!继

而对运动产生恐惧'回避心理!由此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可引起

身体器官的失用'失能!甚至残疾(

#

!

恐动症对
J\P

患者的不良影响

!!

-26/

年
Z>=b+%

等"

8

#的研究表明!患者出现恐动症的原因

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害怕运动或活动会加重疼痛!引起机体不

适&另一种是担心疼痛时运动会引起膝关节的再次损伤!加重

病情(对于
J\P

术后的患者!康复功能锻炼的执行程度直接

关系到膝关节功能的恢复情况!但由于恐惧运动!患者多不愿

或不敢进行
J\P

术后早期的身体活动及康复功能锻炼!而运

动和锻炼的缺乏可导致膝关节关节囊的粘连和萎缩!还可能引

起深静脉血栓的形成(

-266

年
X>++%C*=

等"

5

#的研究结果表明!

J\P

恐动症患者会将疼痛信念扩大化!将功能锻炼视作对自

身安全的威胁!导致患者对功能锻炼产生错误认知及消极的行

为改变(同时该研究还发现!恐动症可引起
J\P

患者焦虑'

紧张'抑郁等不良情绪!影响其身心健康!与
9+>

$

等"

4

#的研究

结果一致(

-26/

年
\#(%(

等"

.

#为了明确恐动症对
J\P

患者

康复结局的影响!采用恐动症评分量表对
54

例
J\P

术后的

患者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

J\P

患者恐动症的发生率高

达
-6340

!恐动症影响
J\P

患者的疼痛感知'膝关节屈曲度

及膝关节功能!与
O?+F%=?=

等"

62

#的研究结果一致(

-268

年

S%+*B,#

等"

66

#对
626

例
J\P

术后患者进行了长达
-!

个月的随

访研究!得出结论)恐动症有别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心理

和生理变量!是
J\P

患者最终康复结局的独立影响因素&患

者的恐动程度越高!其自我疼痛感觉越强烈!功能康复锻炼积

极性越低!运动时间越少!发生严重功能障碍的概率越大!甚至

导致膝关节的废用'失能或残疾!这与
Z>BB>&

等"

6-

#的研究结

果一致(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恐动症可引起
J\P

患者焦虑'抑郁

等负性情绪!影响术后功能康复锻炼及最终康复结局(因此!

在
J\P

术后!应积极向患者讲解恐动症的相关知识!使其明

确运动回避对手术效果的不良影响!纠正患者对于疼痛及早期

康复功能锻炼的不良认知!帮助患者减轻疼痛!克服对运动的

恐惧心理!减少并最终消除恐惧运动的行为(

!

!

J\P

患者恐动症的影响因素

!!

研究发现!恐动症与患者自身疼痛程度'对疼痛知识的了

解情况及运动姿势的稳定性等因素密切相关(

!3"

!

疼痛
!

J\P

虽可以明显改善患者膝关节的功能状况!但

因手术而引发的疼痛仍是无法避免的问题!加上术后早期康复

功能锻炼可能会给患者带来疼痛体验!患者常常因疼痛的持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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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而对康复功能锻炼产生恐惧'畏惧心理!减少或拒绝功能

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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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S*

$

?C%R

等"

67

#的研究证实!患者的自我感受疼

痛强度与恐动症呈正相关!即疼痛阈值越低!对疼痛刺激越敏

感的患者其恐动行为越强!这与
J%(I#=#C*

等"

6!

#的研究结果

一致(而
M#B

$

#>=#C&R%

等"

6/

#对
7-7

例骨外伤患者进行
6

年

的随访研究发现!恐动症对患者重返工作岗位存在消极影响!

但患者的恐动程度与其自身的疼痛强度并无关联性!即恐动症

与疼痛强度无必然关系(虽然不同的研究对于疼痛是否为恐

动症的危险因素结论有所差别!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其对

J\P

患者的影响仍需重视!

J\P

术后早期应进行多模式的联

合镇痛!以减轻患者疼痛(

!3#

!

疼痛知识掌握程度
!

患者对疼痛知识的掌握程度!直接

影响患者对疼痛的认知!并最终影响患者的行为(

S+?'(I?B

等"

68

#通过特定时间点的观察研究!得出结论)恐动症的严重程

度与患者的受教育程度无关联性!但与患者对疼痛知识的掌握

程度呈负相关!即患者掌握的疼痛知识越多!其恐惧运动的程

度就越轻!这与
"*B&&#=

等"

65

#的研究结果一致(但上述研究

缺乏大样本的数据支持!提示今后的研究需扩大样本量以明确

患者对疼痛知识的掌握程度与恐动症之间的相关性(

!3!

!

运动姿势稳定性
!

X*=(I?b:O?B*=

等"

64

#的研究发现!患

者运动姿势的稳定性与恐动程度呈负相关!运动姿势稳定性较

差的患者!其对运动行为的恐惧感越强(分析可能原因为受到

行走速度'周围环境及自身情绪的影响!突发步态中止时!姿势

稳定性较差的患者更容易跌倒!因此更易对身体活动或运动产

生恐惧心理!从而减少或停止康复功能锻炼(

$

!

恐动症的测量工具

$3"

!

恐动症评分表
!

恐动症评分表是恐动症评定的最主要的

工具之一(目前已被瑞典'意大利'丹麦'中国等多个国家翻译

并使用(该量表共计
65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

个分值!从
6

$非常不同意%

!

!

$非常同意%!总分为
65

!

84

分!分数越高!代

表患者恐动水平越高!

&

75

分即可为诊断为恐动症"

/

#

(

Y#>B

V

:A*=(I#>'

等"

-

#采用恐动症评分表对
4.

例
J\P

患者进

行了恐动症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非恐动症患者
8F%=

步行

行走试验的实际距离高于恐动症患者!并测得该量表的
HB#=:

E*(Ia&

(

系数为
23544

!重测信度为
2347-

!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和内部一致性(

-268

年
P(*B

等"

6.

#的研究也证实!恐动症评分

表设计严谨!内容科学规范!诸多国家翻译和进行文化调适使

用后!均证明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6-

年胡文等"

-2

#对恐动

症评分量表进行了汉化!恐动症评分表中文版的
HB#=E*(Ia&

(

系数为
23554

!重测信度为
23482

!适用于我国
J\P

患者恐动

症的评估(

$3#

!

恐惧回避信念问卷$

SPZi

%

!

SPZi

为患者自评问卷!

主要用于评估恐惧
:

运动
:

回避信念对患者身体活动和工作的

影响(该问卷包括两个维度!共计
68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5

个分值!从
2

$完全不同意%

!

8

$完全同意%!总分为
2

!

.8

分!

得分越高表示患者恐惧
:

运动
:

回避信念程度越高!患者恐动行

为越强(该问卷由汪敏等"

-6

#在
-26!

年进行了翻译和文化调

试!结果显示)

SPZi

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其
HB#=:

E*(I&a

(

系数为
234/5

!组内相关系数
UHH

值为
23462

!与
Q&:

G?&'B

V

功能障碍指数量表'数字疼痛评分表'简明健康调查量

表$

XS:78

%均有显著的相关性$

!

"

2326

%!适用于我国
J\P

患

者恐惧
:

运动
:

回避信念的评估(

%

!

J\P

患者恐动症的干预

!!

由于受到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的限制!我国对恐动症的研

究还处于初级起步阶段!尚未检索到我国有关
J\P

患者恐动

症干预的相关报道&而国外对于
J\P

恐动症患者的干预!也

处于探索阶段!未形成较为系统'规范的干预方法!目前主要采

用认知行为疗法干预(

认知行为疗法$

HZJ

%是指通过改变信念和行为的方法来

纠正不良认知!以达到消除不良情绪和消极行为的短程心理治

疗方法"

--

#

(

%̂(IF#=,

等"

-7

#的
M?'*

分析证实!对恐动症患者

进行认知行为干预!可减轻患者恐动程度!提高疼痛阈值!降低

器官失能发生率及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分析原因可能是因为

认知行为疗法不仅关注对不良认知的纠正!更注重行为的改

变(对
J\P

术后恐动症患者进行早期的认知行为干预!目的

在于判断识别
J\P

患者对身体活动及康复功能锻炼的错误

认知和消极行为!通过恐动症相关知识的讲解宣教!引导患者

树立正确的康复信念和积极的运动行为(

-267

年
M#='%(#=?

等"

-!

#将
662

例
J\P

恐动症患者按照

入院顺序将其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者接受
J\P

术

后常规护理)包括术后疼痛管理'常规药品服用方法'膝关节功

能锻炼的方法'时间及频次!并向患者讲解术后早期康复功能

锻炼的积极作用&干预组患者在接受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进行认

知行为干预)即在患者出院前!由理疗师和康复治疗师对患者

进行为期
6/,

的居家功能锻炼培训!每次
6I

!每周
-

次(并

要求患者在出院后半年内!均按照培训内容进行康复功能锻

炼!鼓励患者将恐惧思想转移到康复锻炼的行动上!用以改变

患者的恐动行为(此外!向患者讲解恐动症的危害!并免费发

放恐动症的健康宣教手册!供患者翻阅学习!用以纠正患者对

运动的不良认知!达到认知重建的目的(结果显示)干预组患

者的恐动症量表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生活质量得分和膝关节

功能得分均高于对照组!说明对
J\P

术后恐动症患者进行认

知行为干预!能够有效降低其恐动水平!并有助于其生活质量

的提高及膝关节功能的恢复(但目前对于恐动症患者的认知

行为干预仍主要集中在纠正其不良认知及知识重建上!行为干

预的内容相对欠缺!提示未来研究需从认知和行为两个方面对

J\P

恐动症患者进行干预!以便更有效地降低患者恐动程度!

使其更积极地参与功能康复锻炼!早日恢复膝关节功能(

除认知行为干预以外!

O*B

@

>'

等"

-/

#对前交叉韧带重建术

后恐动症患者使用护膝及康复治疗贴进行干预!结果表明!护

膝及康复治疗贴的使用!可降低患者的恐动程度!有利于患者

正常运动水平的恢复(提示可借鉴此种方法对
J\P

后恐动

症的患者进行干预(

&

!

展
!!

望

!!

随着
J\P

手术量的不断增多!对患者术后疼痛的管理及

康复功能锻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恐动症可引发患者对运动

或康复功能锻炼的畏惧回避心理!影响膝关节功能的恢复!同

时容易导致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的出现!应给予足够重视(

目前!对于我国对于恐动症的研究相对较少!如何在我国文化

背景下!进行
J\P

患者恐动症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干预措施的

制定!是目前恐动症研究者亟须解决的问题(建议可以参考国

外现有的科研成果!制定出符合我国文化背景的恐动症评估工

具和干预方法&今后工作中!有必要对
J\P

患者进行恐动症

的评估!以便判断患者的恐动情况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促

使患者积极进行康复功能锻炼!早日恢复膝关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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