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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内效贴治疗急性脑卒中患者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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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肌内效贴"

A/

%治疗急性脑卒中患者吞咽障碍的疗效)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康复医学科收治的急性脑卒中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方式不同分为观察组"

!"

&-

%与对照组"

!"&)

%)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训练和基础口腔训练方法!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再给予
A/

的

口腔训练方法!比较各组在治疗前后的
TGFDENC

P

构音障碍评定法(采用
9L22

及生活质量评定吞咽功能)结

果
!

治疗
,

周后观察组总缓解率"

$-*&!'

%高于对照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患者治

疗前
9L22

吞咽功能障碍评分(

TGFDENC

P

构音障碍评分(日常生活能力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
+

(

,

周后观察组
9L22

吞咽功能障碍评分(

TGFDENC

P

构音障碍评分(日常生活能力评分均显著高于

对照组患者"

&

"

(*(&

%)结论
!

A/

辅助治疗急性脑卒中患者可显著改善患者的吞咽功能及预后)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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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国内每年不同地区脑卒中年龄标准化患

病率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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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患病后

无法独立生活#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严重负担&

#7!

'

$康

复训练是降低急性脑卒中患者预后致残率最有效的

方法#也是脑卒中组织化管理中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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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

内效贴!

[IDF;IRHC

O

ID

M

#

A/

"也可称为肌内效!贴"布

贴扎#是近年在康复医学界%运动医学界新兴起的一

种康复方法#其应用越来越广泛&

-

'

$吞咽功能障碍为

脑卒中患者最为常见并发症之一#其可能导致营养不

良%误吸性肺炎及脱水等多种严重并发症#可显著影

响脑卒中患者的恢复#导致脑卒中患者病死率%致残

率升高#延长治疗时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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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
A/

对脑卒中

患者吞咽功能的改善相关的研究报道较少#本研究对

急性脑卒中
#(,

例患者进行研究#旨在探究
A/

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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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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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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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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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康复效果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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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D*D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

院康复医学科收治的存在吞咽障碍的急性脑卒中患

者
#(,

例#根据治疗方式不同分为观察组!

!"&-

"与

对照组!

!"&)

"$观察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c,*-+

"岁#入院时病程
#

"

%#N

#平均!

#+*!+c+*,)

"

N

#平均
K.?

!

)!*%#c#*,$

"

[

M

)

<

)

*对照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

平均!

-#*%,c,*)+

"岁#入院时病程
#

"

-)N

#平均

!

#!*,$c+*#&

"

N

#平均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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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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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入标准(!

#

"符合急性脑卒中临床诊断标准的患

者&

$

'

*!

)

"患者本人及家属完全知情且同意接受此次

研究*!

!

"患者符合吞咽障碍的临床表现#并经改良吞

钡试验或纤维光学内镜吞咽评估等仪器评估辅助确

诊*!

+

"患者的生命体征平稳#能主动配合医务人员检

查及治疗$排除标准(!

#

"患有合并严重心%肝%肾等

重要器官严重疾病或并发症者*!

)

"患有精神类疾病%

恶性疾病或出血性疾病者*!

!

"孕妇或近期有过手术

史者*!

+

"患有意识障碍或者不能配合接受治疗者*

!

&

"患有口咽部解剖结构发现异常者$两组患者基线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

比性$

D*E

!

方法

D*E*D

!

试验方法
!

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训练和基础

口腔训练方法#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再给予
A/

口

腔训练方法$

基础口腔训练方法#!

#

"间接吞咽训练$

+

口腔

颜面部肌肉按摩*

,

冰刺激口腔颜面部肌肉(用冰棒

刺激两侧舌根及软腭#并将悬雍垂往后推送#后将冰

棒拿出#嘱患者做吞咽动作#配合门德尔森手法予以

辅助*用冰刺激患者舌面及两侧脸颊内侧和口颜面肌

肉外侧*

-

发音训练(嘱患者发+

C

,+

I

,音#咳嗽以对咽

喉部肌肉进行锻炼*

.

张口%闭口训练*

/

舌肌训练(

做舌水平%后缩%侧方运动及舌背的抬高*

0

面颊%唇

肌等肌肉训练(如鼓腮%吹口哨%呲牙及咂唇等*

1

声

门上吞咽训练(嘱患者吸气%屏气%吞咽#吞咽结束后

嘱患者呼气#后自主咳嗽*

2

门德尔松手法训练$!

)

"

直接摄食训练#每次
!(<ID

#每天
#

次#每周大于或等

于
&

次$!

!

"吞咽治疗仪治疗#每次
)(<ID

#每天
#

次#每周大于或等于
&

次$

A/

布贴扎具体方法(!

#

"于患者的下颌底部到甲

状软骨处使用
#

条
Y

字型贴布#将其基底部于下颌底

部位置进行固定#锚的宽度选定
(*&E<

$固定后嘱患

者取仰头位#需注意其基底部不能太过于偏下#以免

阻碍舌骨向上和向前运动#将其尾端贴布沿舌骨两侧

贴至甲状软骨的两侧$注意不宜过紧#需预留一定空

间以供舌骨和甲状软骨的活动$!

)

"对于合并面肌无

力或少力患者#需采用两条
%

字型贴布贴于笑肌和颧

大肌处#锚定于肌肉起点#然后以自然的拉力往止点

处进行贴扎#需注意不宜过紧#亦不宜过松$以上贴

扎每天更换
#

次#每次贴扎时间为
#8

#连续贴扎
#(8

为
#

个疗程$

D*E*E

!

观察指标
!

比较各组在治疗前后的
TGFDENC

P

构音障碍评定法&

#(

'

#检查包括反射%呼吸%唇%颌%软

腭%喉%舌%语言
,

项内容*采用
9L22

&

##

'吞咽功能分

级评定吞咽功能*采用日常生活能力评分量表对所有

患者进行生活质量评分测量#以上均于治疗前#治疗

+

%

,

周后进行评价$吞咽功能疗效标准#分为
!

级(

!

#

"治愈#患者的吞吐困难已完全消失*!

)

"缓解#患者

的吞吐困难有改善*!

!

"无效#患者的吞吐困难改善不

明显或者加重$

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22#$*(

软件进行数据统

计#计量资料以
3c(

表示#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

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比较采用
!

) 检验*等级资料

!有序分类变量"宜选用
=I8IH

分析#以
&

"

(*(&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结
!!

果

E*D

!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情况比较
!

治疗
,

周后#观

察组总缓解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情况比较

组别
!

控制!

!

" 缓解!

!

" 无效!

!

" 总缓解率!

'

"

观察组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E*E

!

两组患者
9L22

吞咽功能障碍的评估比较
!

治

疗前两组
9L22

吞咽功能障碍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治疗
+

%

,

周后观察组患者
9L22

吞咽功能障碍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
9L22

吞咽功能障碍的评估比较!

3c(

'分"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
+

周后 治疗
,

周后

观察组
&- #(*#!c#*%, #!*(#c)*(! #&*%$c)*!#

对照组
&) #(*)+c#*-! #)*(!c#*$) #!*&!c)*%&

> (*!!!! )*&%)$ +*-!-#

& (*%!$- (*(##&

"

(*(#

E*!

!

两组患者
TGFDENC

P

构音障碍的评估比较
!

治

疗前两组
TGFDENC

P

构音障碍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治疗
+

%

,

周后观察组
TGFDENC

P

构

音障碍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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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
TGFDENC

P

构音障碍评分的评估比较!

3c(

"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
+

周后 治疗
,

周后

观察组
&- %!*#%c##*&# --*!-c%*)! &#*$!c%*,!

对照组
&) %)*)&c#)*)+ &%*$+c,*#) +)*%+c-*%)

> (*+()- &*-%+% -*&&$)

& (*-,,#

"

(*(#

"

(*(#

E*F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日常生活能力评分的评估比

较
!

治疗前#两组日常生活能力评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治疗
+

周后#两组日常生活能力

总分分别为!

!#*&%c!*&!

"%!

)%*,%c!*)#

"分#观察

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

疗
,

周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日常生活能力总分分别为

!

!-*+)c!*!,

"%!

!#*(,c!*(!

"分#观察组显著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日常生活能力的评分比较!

3c(

"

项目
观察组!

!"&-

"

治疗前 治疗
+

周后 治疗
,

周后

对照组!

!"&)

"

治疗前 治疗
+

周后 治疗
,

周后

做饭
#*(,c(*#) )*#)c(*!+

CW

)*-#c(*!#

CW

#*(%c(*## #*-%c(*($

C

)*)!c(*),

C

刷碗
#*))c(*#+ )*))c(*+#

CW

)*%,c(*)!

CW

#*)&c(*#& #*-,c(*#,

C

)*)-c(*)#

C

洗衣服
#*!#c(*#- #*%$c(*)#

CW

)*,$c(*)#

CW

#*),c(*#& #*-+c(*)+

C

#*,#c(*)-

C

简单的家事
#*&-c(*#% !*&-c(*&)

CW

!*$%c(*!%

CW

#*&)c(*#$ )*$,c(*!&

C

!*)#c(*#,

C

整理家务
#*!%c(*#! )*!%c(*#!

CW

!*(#c(*!%

CW

#*!-c(*#! )*+%c(*!)

C

)*-%c(*!#

C

商店购物
#*(,c(*($ #*%$c(*($

CW

)*&!c(*)-

CW

#*($c(*(, #*%$c(*)#

C

)*(#c(*),

C

社交活动
#*!&c(*#( )*!-c(*#(

CW

)*-%c(*)%

CW

#*!)c(*#! )*()c(*),

C

)*+#c(*)-

C

户外走路
#*%,c(*)) )*%$c(*))

CW

!*!#c(*!)

CW

#*%&c(*)# )*+&c(*)+

C

)*$,c(*!#

C

从事自己的嗜好或兴趣
#*!)c(*#! )*!$c(*#!

CW

)*-%c(*)#

CW

#*!!c(*#& )*#+c(*#$

C

)*!$c(*)!

C

开车或搭公车
#*(,c(*#) #*$,c(*#)

CW

)*)%c(*)-

CW

#*($c(*#+ #*%!c(*#,

C

)*)+c(*#$

C

外出旅游
#*(+c(*($ #*-,c(*($

CW

#*%$c(*#$

CW

#*()c(*(, #*&!c(*#,

C

#*-+c(*#,

C

照顾花木
#*##c(*#$ #*%$c(*#$

CW

)*(#c(*),

CW

#*#(c(*#% #*&,c(*#%

C

#*%%c(*)#

C

维修汽车或房屋)小家电
#*)+c(*#+ #*-$c(*#+

CW

#*,,c(*)&

CW

#*)%c(*#& #*+&c(*)#

C

#*-,c(*#-

C

读书
#*(+c(*() #*,,c(*()

CW

)*(!c(*#$

CW

#*(!c(*(! #*&$c(*))

C

#*%,c(*)(

C

工作
#*((c(*(( #*)-c(*((

CW

#*!$c(*)#

CW

#*((c(*(( #*#+c(*#!

C

#*)+c(*#)

C

总分
#,*&%c#*%, !#*&%c!*&!

CW

!-*+)c!*!,

CW

#,*+%c)*)# )%*,%c!*)#

C

!#*(,c!*(!

C

!!

C

(

&

"

(*(&

#与治疗前比较*

W

(

&

"

(*(&

#与对照组比较

!

!

讨
!!

论

!!

近年来脑卒中呈现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

率等特点$有报道称#约
)('

的脑卒中患者发病后肢

体功能%活动能力大幅下降#而只有将近一半的患者

能再次独立行走活动#约一半患者会遗留有不同程度

的肢体功能障碍#给其家庭和社会带来很大负担$

A/

最早应用于
#$%!

年#结合近年来临床实际应用经

验#目前应用的
A/

由柔软透气具有良好弹性的纯棉

布加配水波纹状的丙烯酸酯低敏胶构成#具有以下特

性(!

#

"延展性强#可延展至原始长度的
#)('

"

#+('

*!

)

"可提供组织牵拉感*!

!

"可以使肢体舒适地

贴合*!

+

"不含乳胶#不会导致过敏*!

&

"良好的透气性

兼具防水性*!

-

"适度黏着度#可形成皮肤褶皱以增加

皮下组织的间隙&

#)7#!

'

$临床研究表明#应用
A/

可改

善血液及淋巴回流#发挥止痛%消肿%改善感觉输入%

促进软组织功能活动%支撑及稳定肌肉等作用#且不

会影响身体活动&

#+7#&

'

$

A/

已广泛运用于运动创伤的

康复中#但对于脑卒中的使用研究报道较少&

#-7#%

'

$

吞咽功能障碍是老年急性脑卒中患者常见危急

并发症#其对老年患者健康的影响主要在于因误吸导

致的吸入性肺炎#老年患者自身抵抗能力不足#吸入

性肺炎易对老年患者体质造成严重打击#也会影响其

精神状态和营养状况#对患者恢复期的康复治疗和相

关功能的恢复产生较大影响&

#,7)(

'

$目前#脑卒中后吞

咽功能障碍的患者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吞咽康复治疗

的介入时机滞后#使患者的康复进程受到一定程度的

影响$脑卒中后患者发生构音障碍是因发音器官的

肌力减弱%协调不良或肌张力改变等所致#患者脑干

及其附近支配语言肌肉系统的神经纤维发生受损#进

而导致舌体运动的障碍#主要表现为发音不准#语句

不连续#严重者甚至不能发音#同时会伴有吞吐困难%

饮水咳嗽等多种症状$

正常的吞咽过程分为口腔期%咽喉期%食管期
!

个阶段$口腔期为吞咽过程的始发阶段#其障碍严重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程度直接决定了后续吞咽动作能否继续完成$目前

临床更关注于急性脑卒中患者咽期的障碍#而在临床

上有很多患者#即使其已经恢复足够幅度与频率的吞

咽反射#部分甚至软腭上抬力量也足够#但仍不能正

常摄食#分析原因主要是口腔功能的障碍导致患者对

食团准备能力缺乏$因此#患者即使能吞咽#也对食

物的性状有特殊要求$本研究显示#治疗
,

周后#

A/

联合口腔功能训练患者与单纯口腔功能训练患者总

缓解率分别为
$-*&!'

与
,+*-)'

#

A/

联合口腔功能

训练患者效果更优$同时#治疗
+

%

,

周后
A/

联合口

腔功能训练患者的
9L22

吞咽功能障碍评分均显著

高于对照组患者#且治疗
+

%

,

周后#

A/

联合口腔功能

训练患者的
TGFDENC

P

构音障碍评分及生活质量量表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表明
A/

联合口腔功能训练对

急性脑卒中患者口腔期的吞咽功能与发音功能恢复

更好#分析原因为(!

#

"使用
A/

后#患者喉头上抬主

要靠舌骨向上向前活动以带动#而舌骨上抬主要通过

舌骨上肌来带动#该贴法未施加拉力#所以其会自然

回缩$当锚定一端时#其+尾,均朝锚的方向发生回

缩#此时外在贴布可对局部的软组织产生单一方向持

续拉力#可起到引导肌肉或放松肌肉及对软组织进行

支撑$

A/

通过锚固定于下颌底部向喉头两侧贴扎#

可以通过舌骨上肌的收缩#放松舌骨下肌辅助喉上

抬#进而帮助完成吞咽动作$!

)

"贴扎具有适度黏着

度#可形成皮肤褶皱以增加皮下组织的间隙#增加了

舌骨和喉之间的活动空间$!

!

"

A/

可以促进咽喉的

感觉输入#通过皮肤感受器反馈给大脑运动中枢然后

发出指令激活大量肌纤维细胞以辅助完成吞咽动作$

综上所述#

A/

辅助治疗急性脑卒中患者可显著

改善患者口腔期吞咽功能及预后#提高
9L22

吞咽功

能障碍评分%日常生活能力评分%

TGFDENC

P

构音障碍

评分#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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