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研究通过吞咽造影同步咽腔测压方法证明了 ＰＤ 合并吞

咽障碍患者其咽腔压下降ꎬ咽部相关肌肉收缩与舒张持续时间

均延长ꎬ更精确评定了吞咽障碍相关肌肉运动时间延长程度ꎬ
表明 ＭＦＧ 检查能提供更全面、精确的量化指标及节律性、时序

性数据ꎬ是目前精确评估 ＰＤ 患者吞咽功能的有效手段ꎻ通过该

手段可早期发现合并吞咽障碍的 ＰＤ 患者ꎬ并对其吞咽障碍程

度进行客观分级ꎬ从而为临床治疗方案制订提供参考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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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书法练习对老年人上肢本体感觉及手眼协调能力的影响

陈楠　 胡婧　 陈晨　 杜青　 宋琰萍　 伍勰

【摘要】 　 目的　 观察长期书法练习对老年人上肢本体感觉功能及手眼协调能力的影响ꎮ 方法　 招募长期书

法练习老年对象 ２５ 例纳入书法组ꎬ匹配同龄无书法练习经历者 ２５ 例纳入对照组ꎮ 分别采用动态方位辨别仪及自

制手眼协调测试仪对 ２ 组受试者优势侧上肢本体感觉及手眼协调能力进行测试ꎬ采集并分析对比反映上肢本体感

觉及手眼协调能力的指标ꎬ包括动觉定位偏差和手眼协调稳定性偏差ꎮ 结果　 书法组与对照组的动觉定位偏差值

分别为(６.３±２.５)°和(７.２±３.６)°ꎬ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书法组与对照组的手眼协调稳定性偏差值分

别为(１.９±１.２)次和(３.２±２.１)次ꎬ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结论　 长期书法练习对老年人上肢手眼协

７５３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第 ４０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８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５



调能力具有明显改善作用ꎬ但对老年人上肢本体感觉功能的改善作用有限ꎮ
【关键词】 　 书法练习ꎻ　 老年人ꎻ　 上肢本体感觉ꎻ　 手眼协调ꎻ　 动觉方位辨别

基金项目:上海市卫生计生系统重要薄弱学科建设计划(２０１５ＺＢ０４０６)
Ｆｕ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Ｋｅ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１５ＺＢ０４０６)

　 　 近年来老年人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ꎮ 不同于以

维持体力水平为目标的健身方式[１] ꎬ中华传统书法作为一种修

身养性的文体活动倍受老年人青睐ꎮ 有研究表明ꎬ书法有助于

老年人群心理健康[２] ꎬ对其认知能力具有一定改善作用[３] ꎮ 然

而ꎬ当前鲜见涉及书法练习对老年人上肢稳定性与手眼协调能

力影响的报道ꎮ 书法讲究心平心气稳ꎬ运笔行云流水ꎬ要求整

个上肢的连带运动有很好的稳定性控制ꎮ 这种精细稳定性控

制能力与机体手眼协调能力密切相关ꎻ而手眼协调是一项感觉￣
运动功能ꎬ反映神经系统协调性、稳定性和手眼间配合能力ꎬ在
完成日常生活目标性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４] ꎬ手眼协调能力下

降是造成老年人生活依赖的主要原因之一[５] ꎮ 基于此ꎬ本研究

利用动觉方位辨别仪及自制手眼协调测试仪探讨长期练习书

法对老年人群本体感觉功能及手眼协调能力的影响ꎮ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１０ 月期间招募上海杨浦区社区居民为受

试者ꎬ入选标准包括:①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ꎻ②
年龄 ６０~８５ 岁ꎻ③文化程度小学水平以上ꎻ④健康状况良好ꎻ⑤
无运动锻炼习惯ꎮ 排除标准包括:①患有精神障碍、老年痴呆、
认知障碍、严重器质性疾病ꎻ②有功能残疾ꎻ③既往有上肢严重

损伤、手术史等ꎻ④无法配合相关实验要求等ꎮ 书法组在上述

纳入标准基础上还要求具有 ５ 年以上书法练习经验ꎬ且近 ３ 个

月来每周练习次数不少于 ３ 次ꎻ对照组则要求无书法练习经

历ꎮ 最终共招募 ５０ 例受试者ꎬ其中书法组和对照组各 ２５ 例ꎬ２
组受试者一般资料情况详见表 １ꎬ表中数据经统计学比较ꎬ发现

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表 １　 入选时 ２ 组受试者一般资料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例)
男 女

年龄
(岁ꎬｘ－±ｓ)

身高
(ｃｍꎬｘ－±ｓ)

体重
(ｋｇꎬｘ－±ｓ)

书法组 ２５ １５ １０ ６７.４±２.４ １５８.７±４.７ ６０.３±５.５
对照组 ２５ １２ １３ ６６.５±３.３ １６６.１±３.６ ６５.１±６.３

二、测试方法

所有受试者均在上海体育学院运动科学院运动与技能研

究实验室接受测试ꎬ具体检测指标包括以下方面ꎮ
１.动觉感受性测试:采用动觉方位辨别仪(如图 １)ꎬ动觉测

试常见于运动员本体感觉评估ꎬ用以判断受试者本体感受及肌

肉调节能力[６] ꎮ 具体测试过程如下:由测试者在某固定位置插

上制止器ꎬ记录制止器所在位置并作为目标位置ꎻ要求受试者

将优势侧前臂放置在滑动臂上ꎬ主动推动滑动臂至制止器处ꎬ
感受制止器所处位置后再用手臂复位ꎮ 随后测试者取下制止

器ꎬ指示受试者在闭眼状态下推动滑臂至目标位置ꎬ即寻找制

止器所在位置ꎬ当受试者认为到达目标位置后停止动作ꎬ测试

者记录受试者寻找位置ꎮ 受试者有 ２ 次练习机会ꎬ确保其完全

理解实验要求ꎬ并在受试者准确感知制止器位置后开始正式测

试ꎬ该测试一共进行 ３ 次ꎮ 计算受试者每次寻找位置与目标位

置间的绝对误差值并作为动觉定位偏差值(单位为°)ꎮ 动觉定

位偏差值越小ꎬ则说明受试者寻找位置越接近目标位置ꎬ即受

试者具有更好的上肢动觉ꎮ 取每位受试者动觉定位偏差值的

平均值进行统计分析ꎮ

图 １　 动觉方位辨别仪

２.手眼协调能力测试:采用自制手眼协调仪(如图 ２)ꎬ由电

池、发光二极管(带蜂鸣器功能)、铁管(直径 ４０ ｍｍꎬ高 ２５ ｃｍ)、
铁丝圆环(直径为 ５５ ｍｍ)依次连接成一个开放的串联电路ꎻ铁
丝圆环外连有绝缘手柄ꎬ供受试者抓握ꎮ 当圆环与钢管接触时

电路接通ꎬ底座上二极管将被点亮并发出“滴滴”声ꎮ 具体测试

过程如下:开始时圆环置于铁管底部ꎬ嘱受试者用优势侧手握

住铁套环手柄ꎬ要求受试者以自选恒定速度向上平稳移动铁套

环ꎬ但不能使圆环触碰铁管ꎬ直至圆环离开铁管顶部为结束ꎮ
上抬速度作为动作策略ꎬ由受试者自行选择ꎮ 测试开始前ꎬ每
位受试者均熟悉 ２ ｍｉｎꎬ正式测试共进行 ３ 次ꎬ记录每次上抬动

作过程中蜂鸣器发声次数并作为手眼协调稳定性偏差值(单位

为次)ꎮ 手眼协调稳定性偏差值越小则说明受试者完成动作时

与铁管接触次数越少ꎬ即完成动作的稳定及协调性更优ꎮ 取 ３
次测试的手眼协调稳定性偏差值平均值进行统计分析ꎮ

图 ２　 自制手眼协调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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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ꎬ与动觉方位辨别仪不同ꎬ本研究所用手眼

协调能力测试仪为自主研发设备ꎬ为保证测量可靠性ꎬ仪器关

键参数之一—环管间距(即铁环与钢管间直径差)是通过预实

验确定ꎬ以保证测试结果不出现天花板效应或地板效应[７] ꎮ 预

实验是在某住宅小区内随机招募无神经系统疾病老年对象 ２０
例(男、女各 １０ 例ꎬ平均年龄 ６５ 岁)ꎬ通过多次测试ꎬ得到结果

表明环管间距为 １５ ｍｍ 时整体样本触碰次数正态性最佳ꎬ符合

该年龄段测试需求ꎮ
３.测试控制及重测信度检验:为减少其他变量对测试结果

的影响ꎬ要求所有受试者在相似环境下接受测试ꎮ 测试环境保

持安静、整洁、室内光度适中ꎻ测试期间均使用同一台测试仪

器ꎬ并且在动觉定位测试过程中所有受试者均佩戴眼罩ꎮ 上述

测试重测信度检验则取本研究中正式实验对象数据进行计算ꎬ
每组各随机取 １０ 例ꎬ于第 １ 次测试后次日同一时间段在相同环

境下进行重测实验ꎮ
三、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所得计量数据以(ｘ－±ｓ)表示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版统计

学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ꎬ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ꎻ采用组内相关系数( ｉｎｔｒａ￣ｃｌａｓｓ ｃｏｒ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ꎬＩＣＣ)考察两项测试的重测信度ꎬＩＣＣ 等于个体

的变异度除以总的变异度ꎬ其值介于 ０ ~ １ 范围ꎬ０ 表示完全不

可信ꎬ１ 表示完全可信ꎬ通常 ＩＣＣ 大于 ０.８０ 表示信度良好[８] ꎮ

结　 　 果

本研究 ２ 项测试的重测信度数据详见表 ２ꎬ表中数据显示动

觉方位测试与手眼协调测试的 ＩＣＣ 分别为 ０.８７５ 和 ０.８１５ꎬ提示

其重测信度均较好ꎮ ２ 组受试者动觉方位与手眼协调测试结果

详见表 ３ꎬ表中数据显示对照组动觉测量数据较书法组有增加趋

势ꎬ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对照组手眼协调测量结

果明显不及书法组ꎬ并且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表 ２　 本研究 ２ 项测试重测信度分析(ｘ－±ｓ)

测试项目 例数 Ｔｅｓｔ Ｒｅ￣ｔｅｓｔ ＩＣＣ(９５％ ＣＩ)

动觉方位测量 ２０ ６.２５±２.２ ６.４±１.９ ０.８７５
(０.７１２￣０.９４９)

手眼协调测量 ２０ ２.５５±１.９ ２.７±１.５ ０.８１５
(０.５９１￣０.９２２)

表 ３　 ２ 组受试者动觉方位与手眼协调测量结果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动觉方位测量
(°)

手眼协调测量
(次)

书法组 ２０ ６.３±２.５ １.９±１.２ａ

对照组 ２０ ７.２±３.６ ３.２±２.１

　 　 注:与对照组比较ꎬａＰ<０.０５

讨　 　 论

由年龄增长所造成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衰退必然会导致

机体视力及本体感觉减弱ꎬ在运动控制中表现为老年人对动

作的控制及协调能力降低ꎬ即老年人姿势控制能力下降[９] ꎮ
通过实证研究推荐适合老年群体的锻炼方式是当前研究热点

之一[１] ꎬ从中国传统养生视角出发ꎬ太极拳是公认最具中国特

色的身体锻炼方式ꎬ对改善老年人肢体运动功能及心理功能

具有积极作用[１０￣１３] ꎮ 另外中国书法绘画也被世界公认为一种

高超的传统艺术ꎬ练习书画既是艺术享受ꎬ同时也是心理保健

之法ꎮ 相关研究发现ꎬ毛笔书写对于儿童的各种心理病

症[１４￣１５]及老年痴呆[１６] 均具有一定改善作用ꎮ 毛笔书写作为

一种心理训练方法ꎬ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老年人群认知加工

能力[３] 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练习毛笔字时要求头正、身直、臂开、
足安ꎬ此时上臂悬空ꎬ要求上肢对毛笔有很强的控制力ꎬ而眼

睛的注意焦点在笔尖ꎬ想要写出优秀的书法作品就要求眼睛

和手有很好的协调配合能力ꎮ 长期练习书法ꎬ对于控制眼和

上肢的神经系统也是一个不断训练的过程ꎬ可促使肌肉运动

分析能力、动作时间判断精确度得到改善ꎮ 本研究旨在观察

长期书法练习能否对老年群体上肢本体感觉及手眼协调能力

产生积极影响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书法组及对照组上肢本体感觉测试结

果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两组受试者结果均大于

青年人相应数据[１７] ꎬ即老年人相较于年轻人ꎬ其本体感觉功

能减退ꎬ定位精度下降ꎻ与对照组比较ꎬ长期书法练习并没有

使书法组老年人表现出更好的上肢本体感觉功能ꎮ Ａｄａｍｏ
等[１８]认为目前对于上肢本体感觉能力下降与年龄相关的理

解是有限的ꎬ体力活动能在何种程度上改善与年龄相关的本

体感觉功能仍是未知数ꎮ 有研究认为老年人感知肢体位置能

力下降可能与久坐的生活方式及本体感觉信息记忆和传递减

弱有关ꎬ但特定的上肢练习可延缓这种下降趋势[１８￣１９] ꎮ 另外

有研究报道ꎬ老年人肌肉力量和耐力下降是影响其本体感觉

功能的重要原因之一[２０] ꎬ提示本研究 ２ 组受试者上肢本体感

觉功能差异不显著可能与其上肢肌肉力量及耐力相当有关ꎮ
本研究手眼协调测量结果显示书法组与对照组间有显著性差

异ꎬ与普通老年人相比ꎬ长期书法练习使老年对象表现出更好

的手眼协调能力ꎮ 机体协调能力主要包括神经协调、肌肉协

调和动觉协调ꎮ 书法练习在锻炼过程中动员了上肢大部分肌

肉群ꎬ能促进上肢血液循环ꎬ提高脑细胞供氧状况及兴奋

性[２１] ꎮ 书法练习动作要求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上臂悬空ꎬ这对

于上肢肌肉力量、平衡能力及耐力水平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ꎮ
另外从总体上看上肢本体感觉测试过程为水平方向运动ꎬ受
试者上臂固定ꎬ依靠前臂左、右方向摆动进行测量ꎻ而手眼协

调测试需执行竖直方向动作ꎬ受试者主要依靠肩关节运动控

制ꎮ 书法练习时要求上臂悬空ꎬ以肩固定ꎬ以腕发力ꎬ与手眼

协调测试动作相似ꎬ这可能也是本研究 ２ 组受试者手眼协调

能力差异显著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本研究分别采用动觉方位辨别仪和自制手眼协调测试仪

评估受试者上肢动觉及手眼协调能力ꎮ 动觉方位辨别仪是通

过受试者辨认上肢目标位置后ꎬ仅依赖本体感觉功能重现上

肢目标位置ꎬ通过比较目标角度与实际重现角度间的差异反

映上肢本体感觉情况ꎮ 该方法在测试运动员[６ꎬ２２] 和健康大学

生[１７]上肢关节动觉及手臂动作方位知觉中被广泛采用ꎮ 本

研究也对该方法评估老年对象上肢动觉的信度进行评估ꎬ发
现重测信度为 ０.８７５(９５％ＣＩ:０.７１２￣０.９４９)ꎬ提示具有良好信

度ꎮ 本研究采用自主设计的手眼协调测试仪评估老年对象手

眼协调能力ꎬ根据预实验结果设置环管间距(１５ ｍｍ)以确保

无天花板效应及地板效应[７] ꎬ且重测信度为 ０. ８１５(９５％ＣＩ:
０.５９１￣０.９２２)ꎬ提示亦具有良好重测信度[２３] ꎮ 本研究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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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书法组与对照组在手眼协调方面存在显著差异ꎬ说明该检

测方法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ꎮ 另外本研究也需对书法组与对

照组在手眼协调能力方面的差异开展进一步分析ꎬ观察 ２ 组

对象是否在其它测试中也存在显著差异ꎬ以证实本研究方法

的效度ꎮ
综上所述ꎬ本研究结果表明ꎬ长期书法练习对老年人上肢

本体感觉功能无明显促进作用ꎬ但对老年人上肢手眼协调能

力具有明显改善作用ꎻ另外关于书法练习对老年群体健身功

效还有许多方面值得探讨ꎬ将来研究应进一步扩大样本量ꎬ完
善测试仪器与评定标准ꎬ为向老年人群推广书法练习提供更

为有力的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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