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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太空衣治疗联合悬吊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大运动&平衡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的影响'方法!选取1%$(年$%月至1%1$年$%月在该院儿童早期发展中心治疗的痉挛型脑瘫患儿-%例!采
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例'对照组使用常规治疗方案和悬吊训练!试验组进行常规治疗&
悬吊训练和太空衣治疗!连续治疗'个月'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粗大运动功能测试量表.//项"bYaY.//项%的

B&A区评分!W7MQ平衡量表评分!日常生活能力改良W9M327:指数量表评分'结果!治疗前两组患儿0项基本
情况&bYaY.//项的B区和A区评分&W7MQ平衡量表评分&改良W9M327:指数量表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个月治疗后!试验组和对照组bYaY.//项的B区和A区评分&W7MQ平衡量表评分较治疗
前均明显提高"!#%&%;%$试验组改良W9M327:指数量表评分明显提高"!#%&%;%!而对照组提高不明显"!$
%&%;%$试验组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结论!太空衣治疗联合悬吊训练能够有效提高痉挛型脑瘫
患儿的大运动水平&平衡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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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性瘫痪简称脑瘫%按照临床症状分为痉挛型双
瘫+痉挛型偏瘫+痉挛型四肢瘫+不随意运动型+共济
失调型+混合型%其中痉挛型脑瘫最常见($)%约占脑瘫
的);H(1)*痉挛型脑瘫主要表现有全体区域内肌肉
张力升高导致站立+行走+跑跳等大运动困难%上肢及
手部的肌肉张力升高导致精细功能欠缺进而日常生

活能力低下*痉挛型脑瘫常见的康复方法包括被动
运动训练+肌肉牵伸+肌力训练+立位平衡训练及作业
治疗等*赵晓红等(')就悬吊训练对痉挛型脑瘫儿童

粗大运动功能和平衡功能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悬吊
训练可以提高脑瘫儿童的运动功能和平衡功能*悬
吊训练作为核心稳定性运动的重要方式之一(0)%通过
使全部或部分身体呈悬吊状态%激发患儿运动兴趣并
调动其深部感官参与协调运动%特别是对核心肌群实
施训练%可提高核心稳定性和运动能力*

太空衣又称全功能动态矫正衣%通过压力来增加
患儿感觉输入%调节张力%改善姿势控制%整体加压以
提高核心稳定性*吕楠等(;)研究太空衣对不随意运

动型脑瘫患儿的疗效%发现太空衣对不随意运动型脑
瘫有较好的治疗效果*脑瘫的康复治疗需要患儿+家
庭+医生+治疗师的共同努力%通过各种手段来加速患
儿康复*目前%基于悬吊训练的太空衣对痉挛型脑瘫
患儿站立+步行+平衡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治疗
效果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在常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
应用太空衣治疗联合悬吊训练来提高痉挛型脑瘫患

儿康复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A!资料与方法

A&A!一般资料

!!选取1%$(年$%月至1%1$年$%月在本院儿童早
期发展中心康复治疗的痉挛型脑瘫患儿-%例进行研
究*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参加试验的患儿分为试验
组和对照组%各';例*试验组和对照组性别+年龄+
身高+体重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
表$*纳入标准!#$$符合2脑性瘫痪的定义+诊断标准
及临床分型3中痉挛性脑瘫的诊断标准())'#1$可配合
训练'#'$粗大运动功能三级'#0$患儿家长签署知情
同意书'#;$年龄为1")岁*排除标准!#$$有癫痫
病'#1$患有心肺功能发育不全等其他不适宜做大剂
量运动的疾病'#'$具有其他不适合参加训练的情况*

表$!!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试验组

#)Z';$

对照组

#)Z';$
5"!1 !

性别#)$ %&%;/ %&/$%

!男 1% $(

!女 $; $)
年龄#HX@%岁$ 0&';$X%&/;( 0&'/'X%&/0- V%&$;0 %&/-/
身高#HX@%68$ $%0&/(%X)&;%- $%0&(0%X)&';1 V%&%'- %&(-%
体重#HX@%5Q$ $-&%0'X1&1/) $-&%-$X$&('' V%&%;) %&(;;

A&B!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悬吊运动结合痉挛型脑瘫康复常规
治疗方案*悬吊训练!#$$平板支撑%患儿俯卧位%双
足踝放在悬吊带上%双手撑地'#1$骨盆旋转%患儿仰
卧位%腰部固定%单侧膝关节放在悬吊带上%另一腿上
下摆动来旋转骨盆%轮替进行'#'$悬吊桥式运动%患
儿仰卧位%可双手抱在胸前肩部着地%也可双手撑地%
膝关节放在悬吊带上进行抬臀+伸膝伸髋'#0$单腿站
立%抓住悬吊绳或松手%一侧脚踩在悬吊带上%另一侧
单独站立%交替进行'#;$步行%将悬吊棒调整到适宜
高度%手扶悬吊棒步行*根据孩子的耐受情况%'%"
0%8#,"次%$次"!%;次"周%共'个月*其他常规训
练包括肌肉牵伸+推拿按摩+放松肌肉%降低肌张力扩
大关节活动度'在平衡板上站立%刺激患儿提高平衡
反应能力'单侧站立+负重站立和坐下起立+软垫站立
和步行%提高患儿步行运动能力'作业治疗提升精细
功能%从而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等*患儿按此治疗
方案每天$次并按需修改%共治疗'个月*

试验组采用太空衣治疗+悬吊运动及常规治疗*
太空衣治疗!做好基础链接%根据患儿情况调整太空
衣上的弹性连接带%调整连接绳的张力进而调整身体
姿势%建立正确的姿势和体位控制*调节连接绳产生
不同的压力%给予皮肤不同的压力刺激%增加感觉输
入'在膝关节前后的链接可以纠正膝过伸或屈曲'给
予头部+躯干+骨盆等加压可增加中轴稳定性%促进上
肢出现对称动作'按需调整阻力或助力%调动患儿积
极主动参与*每天$次%训练'个月*
A&C!评估方法

!!#$$采用粗大运动功能测试量表.//项#bYaY.
//项$来评估患儿运动功能(-./)%主要测试 B区和A
区*B区主要评定站立%含$'个项目%共'(分'A区
主要评定体位走+跑和跳%含10个项目%共-1分%由0
分法评定*全部完成得'分'完成动作的$%H"(%H
得1分'从出现动作到完成整个动作的$%H得$分'
没有出现动作得%分'相加后为该区评分*评分越
高%表示该项能力越好*#1$采用W7MQ平衡量表评估
患儿平衡功能((.$%)%该量表共$0个项目%每项%"0
分%评分越高%表示平衡功能越好%低于0%分提示存
在跌倒风险*#'$采用改良W9M327:指数量表#YWG$
评估患儿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越高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越强*
A&D!统计学处理

!!采用C>CC1$&%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
量资料以HX@表示%组间比较用两独立样本5检验%
组内比较用配对样本5检验'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1 检验*!#%&%;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B!结!!果
B&A!两组患儿治疗前后bYaY.//项B区和A区评
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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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两组患儿bYaY.//项B区和A区评分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治疗'个月
后%两组患儿评分较治疗前有明显提高%且试验组高
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表'*

表1!!两组患儿治疗前后bYaY.//项B区评分

!!!比较%HX@(分&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后 5 !

试验组 '; $(&)(X;&'0% '%&%(X;&$0$ V01&-;/ #%&%%$

对照组 '; $(&%)X0&0-/ 1;&$0X'&)(; V$1&-;( #%&%%$

5 %&;'0 !0&)$/

! %&;(; #%&%%$

表'!!两组患儿治疗前后bYaY.//项A区评分

!!!比较%HX@(分&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后 5 !

试验组 '; 1$&0%X0&)'; '0&%(X0&0)/ V$/&/%; #%&%%$

对照组 '; 1%&;0X0&;;' 1-&/(X0&0$$ V1-&''1 #%&%%$

5 %&-/$ !;&/01

! %&0'/ #%&%%$

B&B!两组患儿治疗前后W7MQ平衡量表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儿W7MQ平衡量表评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治疗'个月后%两组患儿
评分较治疗前有明显提高%且试验组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0*

表0!!两组患儿治疗前后W7MQ平衡量表评分

!!!比较%HX@(分&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后 5 !

试验组 '; 1%&-$X1&0$% '%&'0X)&$0% V$%&)-; #%&%%$

对照组 '; 1$&/)X0&--1 1)&--X)&%(/ V;&0/) #%&%%$

5 V%&('- 1&001

! %&';1 %&%$-

B&C!两组患儿治疗前后 YWG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儿 YWG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治疗'个月后%试验组 YWG评分较
治疗前有明显提高#!#%&%$$%而对照组较治疗前提
高不明显#!$%&%;$%试验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见表;*

表;!!两组患儿治疗前后 YWG评分比较%HX@(分&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后 5 !

试验组 '; '0&%%%X/&-/; 0'&(-X-&''/ V$1&/($ #%&%%$

对照组 '; '-&-0X(&1$- 0%&)(X/&/$0 V$&/%) %&%/%

5 V$&-'( '&(%%

! %&%/- #%&%%$

C!讨!!论

!!痉挛型脑瘫儿童常因为肌张力增加而出现姿势
异常%关节活动度降低甚至关节挛缩%异常姿势长期
得不到缓解会导致患儿运动障碍($1)*因此%应给予痉
挛型脑瘫儿童足够重视%早发现+早干预及早治疗可
改善痉挛型脑瘫患儿预后*目前%痉挛型脑瘫多采用
运动疗法+作业疗法+言语治疗+感觉统合训练+推拿
按摩+功能性电刺激等常规治疗方法($')%患儿的参与
度不高*悬吊训练是在不稳定的条件下开展个性化
运动%可刺激或松弛局部异常肌肉%提高平衡协调性+
增强肌力及缓解张力的训练方式*冯键青等($0)发现%
悬吊运动训练可降低痉挛型脑瘫患儿肌肉张力%改善
平衡能力和下肢运动功能%对照组的患儿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改善效果不大%可能是日常训练中过分强调力
量与动作训练%患儿只能机械地遵从治疗师或家长的
指令%忽视了主动参与*太空衣可提供外在支撑%给
予低张力肌群适当支持%主动运动%增强姿势+动作及
平衡的发展与控制%提高肌肉张力%增加触觉+感知
觉+本体觉等感觉输入%提高核心稳定性($;)%缓解患儿
紧张情绪%降低上肢张力%提高运动灵活性%使患儿大
运动水平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得到改善*

在日常训练中%穿戴太空衣治疗的患者需要固定
在密集网状系统中进行训练($))%尤其是训练步行时密
集网状训练系统提供的悬吊轨道仅$&;8%运动范围
不足*本院的悬吊系统可为患儿提供;8的步行距
离%且可以转弯%能提供更好的治疗条件%林睿等($-)将

网状密集式悬吊训练联合常规康复训练应用于发育

迟缓儿童%发现穿配太空衣并利用密集训练系统进行
悬吊训练%可提高发育迟缓患儿的运动能力*另有研
究发现%全方位密集运动训练对痉挛型双瘫脑性瘫痪
儿童运动功能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全方位密集
运动训练是指患儿穿配太空衣在密集网状系统提供

悬吊支持下进行训练(1%)%但是密集网状系统受限于体
积空间等因素%给患儿提供的运动空间小%训练功能
较少%而悬吊训练能够为患儿提供支持和较大的运动
空间%因此%太空衣治疗联合悬吊训练能够发挥1种
训练的长处%获得最大的治疗效果*

本研究结果发现%试验组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
治疗'个月后%两组 YWG评分+bYaY.//项B区和
A区评分+W7MQ平衡量表评分明显高于治疗前%且试
验组各项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太空衣治疗联合
悬吊训练能够有效改善痉挛型脑瘫患儿的大运动+平
衡功能及日常生活功能*悬吊训练和常规治疗可降
低患儿肌张力(1$)%提高肌力+平衡功能进而提高患儿
的运动功能%但脑瘫病情复杂%某些患儿收到的治疗
效果欠佳*传统的治疗旨在降低肌张力%提高肌力%
改善关节活动度%一般进行对症治疗%没有将患儿视
为一个整体*而本研究使用太空衣治疗%太空衣可以
给予患儿各种压力刺激%提供支持或阻力%让患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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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参与%患儿需要更加全神贯注才能完成所要求的动
作%调动了大脑参与度%建立了大脑与身体的联系%降
低了肌肉张力*此外%患儿腹部加压%使腹部气压充
足%通过呼吸训练调节了核心稳定性(11)*

本研究结果显示%太空衣治疗联合悬吊训练能够
提高痉挛型脑瘫患儿大运动水平%改善平衡功能%增
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例如%'个月的训练时间太短%后期还需定期随
访观察疗效是否持久'且本次研究样本量也偏小%不
足以代表所有患儿情况%此后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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