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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痉挛状态常因损害功能而影响患者生活质量ꎮ 狭义上的

痉挛状态是指一种运动障碍ꎬ表现为速度依赖性牵张反射

(ｓｔｒｅｔｃｈ ｒｅｆｌｅｘꎬＳＲ)亢进ꎬ伴腱反射亢进和(或)阵挛ꎬ是上运动

神经元综合征(ｕｐｐｅｒ ｍｏｔｏｒ ｎｅｕｒｏｎ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ＵＭＮＳ)的症状之

一[１] ꎮ 据估ꎬ全世界有超过 １２００ 万的痉挛状态患者ꎬ其中相当

一部分痉挛状态可导致主动 /被动活动受损、疼痛、护理困难和

外观受损ꎬ进而影响活动和参与ꎬ并需要进行抗痉挛治疗[１] ꎮ
要想针对性地对痉挛状态进行治疗和疗效评估ꎬ需要准确的痉

挛状态量化评定ꎮ 本综述从区分痉挛状态中的神经成分(ｎｅｕ￣
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ꎬＮＣ)和非神经成分(ｎｏｎ￣ｎｅ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ꎬＮＮＣ)
的角度ꎬ介绍痉挛状态量化评定方法的新进展ꎮ

痉挛状态中的 ＮＣ 和 ＮＮＣ

临床上常用被动牵伸的阻力ꎬ即肌肉的“张力”来评定痉挛

状态[２] ꎬ该阻力包括 ＮＣ 和 ＮＮＣꎮ ＮＣ 来自于 ＳＲ 活动和自发性

收缩ꎬ反映 ＳＲ 程度[１]及肌张力障碍ꎻＮＮＣ 则是由肌肉和其他软

组织内在的物理学特性导致[３] ꎬ包括弹性(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ꎬＥＣ)、粘性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ꎬＶＣ)和惰性(ｉｎｅｒｔｉａꎬＩＣ)ꎮ 肌肉长期处于痉挛状态ꎬ会
造成触变性改变和挛缩ꎬ反映为 ＮＮＣꎮ 痉挛状态的治疗方法包

括物理疗法、口服药物疗法、化学性去神经以及手术治疗等[４] ꎬ
而 ＮＮＣ 的治疗方法一般包括石膏、牵伸和矫形手术ꎮ 证据表

明ꎬ脑卒中后痉挛状态可通过肌肉注射肉毒毒素来降低肌张

力、缓解痉挛状态[５] ꎬ而痉挛状态中 ＮＣ 的评定则可作为评估肉

毒毒素治疗后的痉挛状态改变的敏感方法[６] ꎮ 区分肌肉过度

活动中的 ＮＣ 和 ＮＮＣꎬ对之进行准确的评价ꎬ是 ＵＭＮＳ 的诊疗难

点ꎮ 只有通过准确的评价才能采取有针对性治疗ꎬ并可靠而准

确地反映疗效ꎬ进而筛选出合理的治疗方法ꎮ

临床常用痉挛状态评定量表及其局限性

改良 Ａｓｈｗｏｒｔｈ 量表(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ｓｈｗｏｒｔｈ ｓｃａｌｅꎬＭＡＳ)和改良

Ｔａｒｄｉｅｕ 量表(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Ｔａｒｄｉｅｕ ｓｃａｌｅꎬＭＴＳ)是目前临床常用的痉

挛状态的评定量表ꎮ ＭＡＳ 和 ＭＴＳ 是以评定者的主观感受来评

估被测关节对于牵张运动的反应ꎬ２ 者均操作方便ꎬ但是不同评

定者的主观性会导致结果不一ꎮ 由于 ＭＡＳ 只使用一种牵张速

度ꎬ因而不能体现 Ｌａｎｃｅ 关于“速度依赖性 ＳＲ 亢进”的痉挛状态

定义[１]ꎬ它仅仅是一种肌张力量表ꎬ不能分辨出 ＮＣꎮ ＭＡＳ 的效

度也曾被质疑[７￣８]ꎮ ＭＴＳ 通过两种不同的速度来区分 ＮＣ[９]ꎬ强
调 ＳＲ 速度依赖性ꎬ比 ＭＡＳ 更符合 Ｌａｎｃｅ 定义ꎮ 但是ꎬＭＴＳ 在快

速和慢速牵张活动下获得角度差(Ｒ１￣Ｒ２ꎬＹ 值)的信度不一定充

分[１０]ꎮ 三倍痉挛状态量表(ｔｒｉｐｌｅ ｓｐ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ꎬＴＳＳ)是新设计

的合成型量表[１１]ꎬ它的三个亚组分别是两种牵张速度下的阻力

差、反应角度差ꎬ以及阵挛程度ꎬ量表对反应角度进行了分级转

换ꎬ使整个量表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分级量表ꎮ ＴＳＳ 强调速度依赖

性ꎬ符合 Ｌａｎｃｅ 的定义ꎬ可简单区分 ＮＣ 和 ＮＮＣꎬ但该量表设计较

新ꎬ缺少更多的信度和效度研究ꎮ 综合痉挛量表(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ｐａｓ￣
ｔｉｃ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ꎬＣＳＳ)为较早设计的痉挛状态量表ꎬ它的评价内容包括

牵张阻力和腱反射等ꎬ由于只使用一种牵张速度ꎬ不能反映速度

依赖性ꎬ且腱反射只能在少数部位引出ꎬ故使用范围较小ꎮ
以上所提到的痉挛量表评定方法操作简易ꎬ但均难以准确

量化肌张力大小[１２]ꎬ也不能准确区分肌肉过度活动中的 ＮＣ 和

ＮＮＣꎮ

痉挛状态的神经电生理评定方法

一、Ｈ￣反射和 Ｆ￣波
Ｈ￣反射可反应下运动神经反射弧的兴奋性ꎬ这种神经传导

的迟发反应是由电诱发的单突触反射ꎮ Ｈ￣反射会优先激活 ＩＡ
类传入神经纤维ꎬ冲动沿感觉神经顺向传入脊髓ꎬ然后冲动会

沿运动神经顺向传导到记录电极ꎮ 除比目鱼肌外ꎬＨ￣反射还可

在桡侧腕屈肌和股四头肌等处引出ꎮ Ｆ 波是发生在运动神经受

刺激兴奋之后的一个小的迟发运动反应ꎬ波幅约为复合运动动

作电位波幅的 １％ ~ ５％ꎮ Ｆ 波由短时程超大刺激产生ꎬ能够引

发一个朝向脊髓前角细胞的逆向运动反应ꎬ然后对记录电极产

生一个顺向运动反应ꎮ α￣运动神经元的兴奋性可通过测定

Ｈ￣反射和 Ｆ￣波进行评估ꎬＨ￣反射的评价指标有 Ｈ 最大波幅 / Ｍ
最大波幅(Ｈｍａｘ / Ｍｍａｘ) [１３] 、Ｈ 反射 / Ｍ 波曲线回归线的斜率比

值(Ｈｓｌｐ / Ｍｓｌｐ)等[１４] ꎬＦ 波的评价参数有 Ｆ 波波幅、出现率、
Ｆ / Ｍ比值、Ｆ 波时间离散度等[１５] ꎮ 通过对这些迟发反应的记

录ꎬ可获得痉挛状态中 ＮＣ 相关的定量信息ꎮ
王永慧等[１６]通过比较双侧 Ｈ￣反射的变化以及患侧 Ｈ￣反射

和 ＣＳＳ 评分的相关性ꎬ发现痉挛期脑卒中患者患侧 Ｈ￣反射活

跃ꎬＨ / Ｍ 比值增高ꎬ且和 ＣＳＳ 显著正相关ꎬ因此认为ꎬＨ￣反射、
Ｈ / Ｍ 比值是脑卒中后痉挛性偏瘫患者下运动神经元兴奋性评

估的较好的客观指标ꎮ 何颖等[１７]观察了脑卒中患者上肢 Ｈ￣反
射的 Ｈｍａｘ / Ｍｍａｘ、Ｈｓｌｐ / Ｍｓｌｐ 和 Ｈ￣阈值 / Ｍ￣阈值(Ｈｔｈ / Ｍｔｈ)等指

标与痉挛状态的相关性ꎬ结果发现ꎬ患侧上肢 Ｈｍａｘ / Ｍｍａｘ 和

Ｈｓｌｐ / Ｍｓｌｐ 与 ＭＡＳ 评分呈正相关ꎬ该课题组认为ꎬＨｍａｘ / Ｍｍａｘ
和 Ｈｓｌｐ / Ｍｓｌｐ 可作为脑卒中上肢痉挛程度评价的电生理指标ꎮ
Ｐｈａｄｋｅ 等[１８]认为ꎬＨｓｌｐ / Ｍｓｌｐ 是评价痉挛状态的敏感指标ꎮ

Ｈ￣反射和 Ｆ￣波也存在诸多局限性ꎮ Ｈ￣反射和 Ｆ￣波均存在

较大变异性ꎬ影响它波幅的因素有刺激间隔、刺激电极位置、刺
激强度、被试者的姿势、记录电极位置和肌肉状态等[１９] ꎮ

二、表面肌电图

表面肌电图(ｓｕｒｆａｃ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ｙｏｇｒａｐｈｙꎬｓＥＭＧ)可记录各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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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肌肉反应[２０] ꎮ ｓＥＭＧ 除了可以判断是否诱发 ＳＲ 及反射强

弱ꎬ还可记录肌张力障碍、共同收缩、联合反应、屈肌反射传入

活动等 ＵＭＮＳ 的各种阳性征ꎬ但其数据受牵张速度影响ꎬ也受

皮下脂肪分布、肌肉解剖、电极摆放位置、皮肤阻抗等其他因素

影响ꎮ Ｓｏｒｉｎｏｌａ 等[２１]使用一个腕关节装置ꎬ对被测肌肉和关节

手动施加不同速度正弦方式的牵张活动ꎬ通过 ｓＥＭＧ 记录被测

肌肉肌电信号ꎬ并以最大自主收缩力(ｍａｘｉｍａｌ ｖｏｌ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
ｔｉｏｎꎬＭＶＣ)对 ｓＥＭＧ 波幅进行标准化ꎬ结果发现ꎬ在慢速牵张

时ꎬ标准化的肌电信号波幅与 ＭＡＳ 评分量表呈现显著的相关

性ꎬ但在快速牵张时并没有得到相同的结论ꎮ

生物力学评定方法及其应用

生物力学评定不同于临床量表和电生理检查ꎬ其主要是使

用力学和数学模型来反映痉挛状态的不同方面ꎮ
一、ＳＲ 阻力概念及其应用

ＳＲ 阻力是指被动移动肢体或进行牵张活动时肢体产生的

阻力ꎬ可用力或力矩来表示ꎬ此力或力矩由 ＮＣ 和 ＮＮＣ 组成ꎮ
ＳＲ 阻力的大小取决于神经反射的强度以及肌肉的长度和肌肉

长度变化的速度ꎮ ＥＣ 为长度依赖性元素ꎬ随牵伸肌肉和肌腱

的长度改变而随之变化ꎬＥＣ 包括牵张活动中段的线性弹性和

终末段的非线性弹性ꎮ ＶＣ 是速度依赖性元素ꎬＶＣ 与软组织粘

性成分有关ꎬ相关成分如肌纤维的摩擦力ꎮ ＶＣ 在牵伸开始的

加速过程中达到最大值ꎬ而在随后的牵伸过程中保持低水平ꎮ
ＩＣ 是一个额外的力ꎬ是指其他组织和肌肉相作用的附加力ꎬ是
阻止肢体被动加速的阻力ꎬ由肢体的重力和加速度所决定ꎮ 真

实的 ＥＣ 测量只有在如下理论状态下才能成立:牵伸速度为 ０
(假定阻力矩不受速度因素的影响)ꎬ同时还要假定被测者在被

牵伸时ꎬ不能有肌肉激活程度的变化ꎮ
采用等速装置等被动活动设备评价肌张力主要反映的是

综合性的 ＳＲ 阻力ꎬ不能区分 ＮＣ 和 ＮＮＣꎮ Ｌｉｎｄｅｒｂｅｒｇ 等[２２]提出

了一种痉挛状态的生物力学测定模型 Ｎｅｕｒｏ Ｆｌｅｘｏꎬ用相关设备

进行屈腕肌牵张活动ꎬ产生的总阻力包括 ＥＣ、ＶＣ、ＩＣ 和 ＮＣꎬ并
分别以数学公式表示ꎮ 此模型总体上显示出较好的信度和效

度ꎬ但在轻微痉挛状态时效度较差[２３] ꎮ 该模型还被运用于帕金

森综合征患者腕关节强直中的 ＮＣ 和 ＮＮＣ 的研究[２４￣２５] ꎬ得到的

结论是ꎬＮＣ 在帕金森综合征患者的肌强直中占主要部分ꎮ 本

课题组认为ꎬ目前的 Ｎｅｕｒｏ Ｆｌｅｘｏ 模型还不能外扩至各种不同关

节和肌肉ꎻ另外ꎬＮＣ 属于阈值上测定ꎬ其大小受牵张速度影响ꎮ
二、钟摆实验

钟摆试验是从生物力学角度量化评定痉挛程度的方法ꎬ由
Ｗａｒｔｅｎｂｅｒｇ 首次提出[２６] ꎮ 通过将患侧小腿悬挂于支撑点之外ꎬ
进行小腿自由摆动后ꎬ测量小腿的摆动来反映股四头肌的痉挛

状态ꎮ 为记录摆动情况ꎬ曾不断有研发装置如电子测角仪[２７] 、
图像录影器[２８] 、磁性传感设备和 Ｗｉｉ 传感器[２９] 等问世ꎬ但这些

工具并未被广泛应用于临床ꎮ

ＳＲ 阈值的概念及其应用

ＳＲ 阈值(ｓｔｒｅｔｃｈ ｒｅｆｌｅｘ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ꎬＳＲＴ)是指运动神经元募集

开始时ꎬ被牵张的关节所处的位置ꎮ 如使用肌电图监测ꎬＳＲＴ
可标记为当肢体用某个速度移动时首次出现肌电反应时关节

所处的角度ꎮ ＳＲ 阈值的测定依赖于实际的牵张速度ꎬ因此被称

为动态性 ＳＲ 阈值(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ｔｒｅｔｃｈ ｒｅｆｌｅｘ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ꎬＤＳＲＴ) [３０] ꎮ
ＤＳＲＴ 的测定受牵张速度的影响ꎬ因此属于阈值上的评定ꎮ 张

力性 ＳＲ 阈值(ｔｏｎｉｃ ｓｔｒｅｔｃｈ ｒｅｆｌｅｘ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ꎬＴＳＲＴ)ꎬ被称为 λꎬ源
自 λ 模型或运动控制的平衡点假说ꎬ由 Ｌｅｖｉｎ 和 Ｆｅｌｄｍａｎ 在

１９９４ 年第一次提出ꎬ是痉挛状态测定的另一种方式ꎮ λ 模型认

为ꎬ在稳定状态ꎬ肌肉和环境因素(力矩)是平衡的[３１] ꎮ 力矩和

肢体节段位置的结合达到稳定状态时ꎬ称之为系统的平衡

点[３２] ꎮ 平衡点假说将这种神经参数定义为关节位置阈值(λ)ꎬ
即支配跨关节肌肉的运动神经元开始募集时ꎬ关节所处的角

度ꎬ它由中枢神经系统通过改变运动神经元的膜电位来调控ꎮ
ＴＳＲＴ 的测定十分敏感ꎬ不受牵张速度的干扰ꎬ是一种真正意义

上的痉挛状态阈值测定ꎮ 实际测试 ＴＳＲＴ 时ꎬ可以根据多个

ＤＳＲＴ 和相应牵张速度两个变量ꎬ建立回归方程ꎮ
Ｌｅｖｉｎ 等[３３]在评定脑卒中后患者肘关节屈伸肌的痉挛状态

时发现ꎬＴＳＲＴ 与 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 评分相关ꎮ 还有研究发现[３４￣３５] ꎬ
ＴＳＲＴ 在评定脑瘫患儿痉挛状态方面有良好的重测信度或评定

者间信度ꎮ Ｋｉｍ 等[３６]研发了一种基于 ＴＳＲＴ 的 Ｋ 均值聚类的

评定系统ꎬ证实基于 ＴＳＲＴ 的标准化痉挛状态分级与 ＴＳＲＴ 水平

有很强的负相关性( ｒ＝ ０.９５)ꎬＴＳＲＴ 与 ＭＡＳ 也有显著的相关性

(ρ＝ －０.７４)ꎮ

结语

综上所述ꎬ目前对于痉挛状态的评定方法涉及临床量表、
神经电生理和生物力学等方面ꎬ包含阈值测定和阈值上测定等

方式ꎬ其意义、方法截然不同ꎮ ＴＳＲＴ 是十分敏感的痉挛状态测

定方式ꎬ而 ＮＣ 是反映 ＳＲ 强度的指标ꎬ两者结合可对痉挛状态

做出更全面的判断ꎮ 综合评估 ＳＲ 的阈值层面和阈值上层面ꎬ
有助于理解痉挛状态和肌张力增高的病理生理机制ꎬ区分其中

的 ＮＣ 和 ＮＮＣꎬ有助于筛选出针对性的合理治疗方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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