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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镜像疗法对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功能及皮质运动区 μ 波的影响

陈波　 孟兆祥　 施加加　 尹正录　 马灿灿　 金星　 苏敏

【摘要】 　 目的　 观察镜像疗法对脑卒中后早期偏瘫患者上肢功能的促进作用ꎬ并借助视频脑电技术探

讨镜像疗法对患者大脑皮质运动区 μ 波抑制的影响ꎮ 方法　 采用随机区组法将 ６０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分为观

察组及对照组ꎬ每组 ３０ 例ꎮ 所有患者均给予常规早期康复干预ꎬ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辅以镜像疗法ꎮ 于治疗

前、治疗 ３ 个月后分别采用上肢动作研究量表(ＡＲＡＴ)、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 运动功能量表(ＦＭＡ)上肢部分和功能独

立性量表(ＦＩＭ)对 ２ 组患者进行疗效评定ꎬ同时采用视频脑电技术分析 ２ 组患者脑皮质运动区 μ 波抑制指数

(脑电信号采集点为 Ｃｚ、ＣＰｚ、ＣＰ３ 及 Ｃ３ 共 ４ 个区域)ꎮ 结果　 治疗前 ２ 组患者 ＡＲＡＴ、上肢 ＦＭＡ、ＦＩＭ 评分及

脑皮质运动区 μ 波抑制指数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治疗后 ２ 组患者 ＡＲＡＴ、上肢 ＦＭＡ、ＦＩＭ 评分

及脑皮质运动区 μ 波抑制指数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Ｐ<０.０５)ꎻ并且观察组患者 ＡＲＡＴ、上肢 ＦＭＡ、ＦＩＭ 评分

[分别为(３１.０７± ７.７５)分、(３１.２７± ７.６６)分和(７２.９７± １６.３８)分]及脑皮质运动区 μ 波抑制指数[分别为

(－０.２８±０.０９)、(－０.３２±０.１３)、(－０.２８±０.１２)及(－０.３２±０.１３)]均较对照组明显改善(Ｐ<０.０５)ꎮ 结论　 在早

期康复干预中辅以镜像疗法可明显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ꎬ借助视频脑电技术发现镜像疗法对

脑卒中患者皮质运动区 μ 波抑制作用较明显ꎬ从电生理角度初步揭示镜像疗法的可能作用机制ꎮ
【关键词】 　 镜像疗法ꎻ　 视频脑电ꎻ　 偏瘫ꎻ　 μ 波抑制

　 　 我国脑卒中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ꎬ近年来随着预防和早

期溶栓工作推广ꎬ脑卒中死亡率明显下降ꎬ存活患者中约 ７０％~
８０％有不同程度日常活动执行困难ꎬ影响其生活质量[１￣２] ꎮ 相关

研究报道早期康复介入能明显改善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

及生活质量[３] ꎻ并发现当人类在观察、想象和执行动作时ꎬ可不

同程度激活相关皮质区域镜像神经元系统(ｍｉｒｒｏｒ ｎｅｕｒ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ꎬＭＮＳ) [４] ꎬ促进脑卒中偏瘫患者运动功能恢复ꎬ该疗法包括

观察动作、运动想象及模仿学习等过程[５] ꎬ称之为镜像疗法

(ｍｉｒｒｏ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ꎬＭＴ)ꎮ 国外有研究发现脑皮质激活指标 μ 波节

律(Ｍｕ Ｒｈｙｔｈｍ)ꎬ尤其是 μ 波波段(８~ １３ Ｈｚ)脑电图(ｅｌｅｃｔｒｏｅｎ￣
ｃｅｐｈａｌｏｇｒａｍꎬＥＥＧ)振动抑制与镜像神经元活动密切相关ꎬμ 波

抑制是高级脑功能活动(涉及动作、言语认知和高级社会功能

等方面)的重要标志[６] ꎬ代表人体感知与行为神经联络畅通ꎬ使
得行为识别和理解成为可能[７] ꎮ 但目前国内这方面研究较少

受到关注ꎬ本研究借助视频脑电技术采集脑卒中患者大脑皮质

运动区 μ 波节律图形及相关数据[８] ꎬ尝试分析镜像疗法对脑卒

中偏瘫患者上肢功能恢复及大脑皮质运动区 μ 波抑制的影响ꎬ
为脑卒中偏瘫患者早期上肢功能康复介入提供更多参考资料ꎬ
并从电生理角度探讨镜像疗法的可能作用机制ꎮ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期间在苏州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康复医学科和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治疗的

６０ 例脑卒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ꎮ 患者纳入标准包括:①均符合

全国第 ４ 次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脑卒中诊断标准[９] ꎬ并经

颅脑 ＣＴ 和(或)ＭＲＩ 影像学检查证实ꎬ伴右侧肢体偏瘫ꎻ②年龄

１８ 周岁以上ꎬ初次发病ꎬ病程 ２ 周以内ꎻ③上肢、手部 Ｂｒｕｎｎｓｔｒｏｍ
分期均为Ⅱ期或以上ꎻ④神志清楚ꎬ无认知障碍ꎬ可正确接受动

作指令ꎬ 简易精神状态评分 ( ｍｉｎ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ＭＭＳＥ)>２１ 分(小学及以下学历)或>２６ 分(初中及以上学历)ꎻ
⑤国际标准视力表检查双眼视力(或矫正后)≥１.０ꎮ 患者排除

标准包括:①疾病类型为进展型脑卒中或可逆性脑缺血发作或

蛛网膜下腔出血ꎻ②既往患有脑器质性疾病或精神障碍ꎻ③患

侧上肢疼痛ꎬ且不能完成相应动作指令等ꎮ 本研究经苏州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和苏北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ꎬ所有患者

均签署治疗知情同意书ꎮ 采用随机区组法将上述患者分为观

察组及对照组ꎬ每组 ３０ 例ꎬ２ 组患者一般资料情况(详见表 １)
经统计学比较ꎬ发现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具有

可比性ꎮ

表 １　 治疗前 ２ 组患者一般资料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例)
男 女

年龄
(岁ꎬｘ－±ｓ)

病程
(ｄꎬｘ－±ｓ)

脑卒中性质(例)
脑缺血 脑出血

对照组 ３０ １７ １３ ６３.２±４.３ ６.８±２.２ １８ １２
观察组 ３０ １４ １６ ６４.９±３.６ ７.５±２.０ ２０ １０

二、治疗方法

２ 组患者经临床治疗病情稳定后即刻介入常规康复干预ꎬ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康复介入时间为发病后 ４８ ~ ７２ ｈꎬ出血性脑

卒中患者康复介入时间为发病后 １ 周内ꎮ 常规康复干预:运动

康复训练主要包括患侧上、下肢力量训练、异常偏瘫运动模式

纠正训练、平衡功能训练等ꎬ每天 １ 次ꎬ每次持续 ６０ ｍｉｎꎻ日常生

活自理与活动能力训练主要包括翻身训练、转移训练、站立与

步行训练、个人卫生、进食、如厕、穿脱衣等ꎬ每天 １ 次ꎬ每次持

续 ３０ ｍｉｎꎻ言语与吞咽治疗(按需执行)每天 １ 次ꎬ每次 ３０ ｍｉｎꎻ
物理因子治疗主要包括患侧上、下肢主要肌群生物反馈功能性

８８５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第 ４０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８



电刺激、干扰电治疗与压力治疗等(按需执行)ꎬ每天 １ 次ꎬ每次

２０ ｍｉｎꎮ 上述常规康复干预疗程为 ３ 个月ꎬ康复治疗项目循序

渐进开展ꎬ根据患者病情及功能恢复情况及时调整康复治疗内

容ꎬ早期在患者床边实施治疗ꎬ待其功能提高后进入康复治疗

室内开展治疗ꎮ
观察组患者于发病后第 ２ 周辅以镜像治疗ꎬ本研究中缺血

性脑卒中患者镜像治疗疗程约为 １１ 周ꎬ出血性脑卒中患者镜

像治疗疗程约为 １２ 周ꎮ 镜像治疗时保持环境尽可能安静ꎬ偏
瘫患者坐于镜像治疗台前ꎬ将 ４０ ｃｍ×４０ ｃｍ 镜子置于患者矢状

面位置ꎬ患者将健侧(左侧)上肢置于镜子反射面前ꎬ患侧上肢

置于镜子反射面后ꎬ头、颈稍向左倾ꎬ使患者恰好能看到镜中健

侧上肢影像ꎮ 要求患者双侧上肢同时练习肘关节屈伸、前臂旋

前旋后、腕关节伸展、掌指关节和指间关节伸展及手部抓握、对
指活动等ꎬ嘱患者观察镜中健侧上肢运动影像ꎬ并将镜中影像

想象成自身患侧上肢运动ꎬ同时患侧上肢尽可能执行与镜中影

像一致的动作ꎬ上述镜像治疗每天 １ 次ꎬ每次 ２０ ｍｉｎꎮ 治疗过程

中尽量减少外界环境对患者的干扰ꎬ当患者患侧上肢能较好执

行某个动作时ꎬ治疗师需及时给予鼓励[１１] ꎮ
三、疗效观察指标

于治疗前、治疗 ３ 个月后进行疗效评定ꎬ采用上肢动作研

究量表(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ｍ ｔｅｓｔꎬＡＲＡＴ)、简化 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 运动功

能量表(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ＦＭＡ)上肢部分评定患者上肢运

动功能情况ꎬ上肢 ＦＭＡ 评分满分为 ６６ 分ꎬ分值越高表示患者上

肢运动功能越好[１２] ꎻＡＲＡＴ 共包含 ４ 个条目(共 １９ 个评定项

目)ꎬ分别是抓(６ 个项目)、握(４ 个项目)、捏(６ 个项目)及粗大

动作(３ 个项目)ꎬ每个项目分值 ０ ~ ３ 分ꎬ总分 ５７ 分ꎻ其中 ０ 分

表示无法完成动作ꎬ３ 分表示可正常完成指定动作ꎬ评测时间约

１０ ｍｉｎꎬ得分越高表示患者上肢运动功能越好[１３] ꎻ采用功能独

立性量表(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ꎬＦＩＭ)评估患者运动

功能(包括自理能力、括约肌控制、转移和行走等)及认知功能

(如交流、社会认知等)ꎬ满分为 １２６ 分ꎬ得分越高表示患者独立

生活能力越好[１４] ꎮ
借助视频脑电技术采集患者 μ 波节律图形及数据[１５] ꎬ依

据国际脑电图学会制订的电极导联定位标准ꎬ指导患者佩戴 ６４
通道 ＥＥＧ 电极帽ꎬ使用 Ｎｅｕｒｏｓｃａｎ ４.５ 系统收集患者 ＥＥＧ 信号ꎬ
测试中使用 Ｅ￣Ｐｒｉｍｅ ２.０ 进行过程控制和提示音播放ꎮ 当患者

每听到 １ 次提示音后立即进行 １ 次右侧五指屈伸活动ꎬ提示音

间隔 ５ ｓꎬ共重复 ２０ 次ꎬ测试过程中嘱咐患者避免做测试要求以

外的动作及活动ꎮ 通过 Ｎｅｕｒｏｓｃａｎ ４.５ 系统对数据进行采集和

预处理ꎬ最后提取 Ａｌｐｈａ 波(８~１３ Ｈｚ)数据(即每位患者测试过

程中左脑 μ 波振幅)ꎬμ 波抑制指数定义为患者执行手部活动

时 μ 波振幅与该患者安静状态下休息时 μ 波振幅的比值ꎬ并对

该比值进行 Ｌｏｇ１０ 对数转换ꎬ如数值<０ 即出现 μ 波抑制现象ꎬ
且负数数值越大提示 μ 波抑制越显著ꎻ数值 ＝ ０ 提示无 μ 波抑

制现象ꎻ数值>０ 提示患者执行手部活动时 μ 波振幅高于该患

者安静状态下 μ 波振幅ꎮ
四、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所得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版统计

学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ꎬ治疗前、后计量资料比较采用配对 ｔ 检
验ꎬ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一、治疗前、后 ２ 组患者上肢功能比较

治疗前 ２ 组患者 ＡＲＡＴ、上肢 ＦＭＡ 及 ＦＩＭ 评分组间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治疗 ３ 个月后 ２ 组患者 ＡＲＡＴ、上肢

ＦＭＡ 及 ＦＩＭ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Ｐ<０.０５)ꎻ并且观察组

患者上述指标改善幅度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水平ꎬ组间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具体数据见表 ２ꎮ

表 ２　 治疗前、后 ２ 组患者 ＡＲＡＴ、上肢 ＦＭＡ 及 ＦＩＭ 评分

比较(分ꎬｘ－±ｓ)

组别　 例数 ＡＲＡＴ 评分 上肢 ＦＭＡ 评分 ＦＩＭ 评分

对照组

　 治疗前 ３０ １５.２±４.４ ９.８±３.２ ３３.９±６.９
　 治疗后 ３０ ２５.１±９.６ａ ２４.５±６.８ａ ６１.４±１５.２ａ

观察组

　 治疗前 ３０ １４.３±４.９ ９.４±２.８ ３４.０±８.９
　 治疗后 ３０ ３１.１±７.８ａｂ ３１.３±７.７ａｂ ７２.９±１６.４ａｂ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ꎬ ａＰ<０.０５ꎻ与对照组相同时间点比较ꎬ ｂＰ<
０.０５

二、治疗前、后 ２ 组患者大脑皮质 μ 波抑制指数比较

治疗前 ２ 组患者左脑 Ｃｚ、ＣＰｚ、ＣＰ３ 及 Ｃ３ 共 ４ 个区域 μ 波

抑制指数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治疗 ３ 个月后发

现观察组患者上述脑区 μ 波抑制指数与对照组间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并且较组内治疗前也有明显改变(Ｐ<
０.０５)ꎬ具体情况见表 ３ꎮ

表 ３　 治疗前、后 ２ 组患者 μ 波抑制指数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Ｃｚ ＣＰｚ ＣＰ３ Ｃ３

对照组

　 治疗前 ３０ －０.１６±０.１２ －０.１３±０.０７ －０.１４±０.１０ －０.１４±０.１１
　 治疗后 ３０ －０.２０±０.１２ａ －０.２３±０.１０ａ －０.１６±０.１２ａ －０.２０±０.０９ａ

观察组

　 治疗前 ３０ －０.１４±０.１２ －０.１３±０.０９ －０.１４±０.０８ －０.１７±０.０８
　 治疗后 ３０ －０.２８±０.０９ａｂ －０.３２±０.１３ａｂ －０.２８±０.１２ａｂ －０.３２±０.１３ａｂ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ꎬａＰ<０.０５ꎻ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ꎬｂＰ<０.０５

讨　 　 论

脑卒中后康复训练可促进大脑皮质功能重塑ꎬ提高损伤大

脑对肢体功能的控制能力ꎮ 国内、外研究报道ꎬ镜像疗法不仅

可极早介入患者康复过程ꎬ而且对改善患者上肢运动功能及日

常生活自理能力均具有积极疗效[５] ꎮ Ｔｙｓｏｎ 等[１８] 通过一项随

机对照研究发现ꎬ镜像疗法可作为良好、可行、安全的引导疗法

介入急性期脑卒中患者康复治疗中ꎬ在常规康复基础上辅以镜

像疗法进行治疗ꎬ具有安全性高、成本低、不需要专门康复设备

等优点ꎮ
目前有研究报道ꎬ当患者看到健侧肢体运动镜像时ꎬ其大

脑相应皮质镜像神经元系统会被激活[１６] ꎬ脑电图检查显示其放

电形式与实际执行该活动或动作时的脑区电活动特征基本一

致ꎬ从而有助于脑卒中患者肢体功能恢复ꎮ Ｍｉｒｅｌａ 等[１７] 联合采

用镜像疗法及运动干预对 １５ 例亚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上肢功

９８５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第 ４０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８



能进行强化训练ꎬ经 ６ 周治疗后发现观察组患者上肢运动功

能、体力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均明显改善ꎮ ＡＲＡＴ 量表主要检

查患者上肢抓、握、捏以及粗大运动功能ꎬ能客观评估患者对不

同大小、重量以及不同形状物体的抓持能力ꎻＦＭＡ 量表上肢项

主要检查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屈曲、协同能力、关节活动度、稳
定性及协调性等ꎬ能客观反映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水平ꎮ 本研究

结果显示ꎬ治疗 ３ 个月后观察组患者上肢活动能力及异常运动

模式均明显改善ꎬＡＲＡＴ 和 ＦＭＡ 评分均较组内治疗前及对照组

治疗后明显提高(Ｐ<０.０５)ꎬ说明常规康复干预联合镜像疗法可

显著提高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１９￣２１] ꎬ加快恢复进程ꎮ
ＦＩＭ 量表主要评估患者基本生活能力和社会认知 /交流能力ꎬ本
研究结果显示ꎬ治疗 ３ 个月后观察组患者 ＦＩＭ 评分较组内治疗

前及对照组治疗后明显改善(Ｐ<０.０５)ꎬ说明脑卒中偏瘫患者运

动功能改善能提高其日常生活能力[２２] 、社会认知 /交流能力ꎬ提
示在镜像疗法治疗过程中上肢和手反复训练能诱导大脑皮质

功能重组ꎬ不仅能促进运动功能恢复ꎬ还能加速认知等脑高级

功能重建ꎬ并且患者上肢及手功能恢复与认知功能改善密切相

关[２３￣２４] ꎮ
本研究将视频脑电技术应用于镜像神经元研究中ꎬ镜像神

经元活动可通过检测大脑皮质运动区 μ 波节律来识别ꎬ其中 μ
波抑制是反映动作与大脑皮质运动区相关联的可靠指标ꎬ当患

者执行或观察特定动作时ꎬ其 μ 波振幅下降ꎬ提示镜像神经元

激活ꎬ但在观看非生物体动作时则不会出现 μ 波振幅下降现

象ꎻ同时相关研究表明适当言语刺激以及认知训练也可促使患

者表现 μ 波抑制特征[２５] ꎮ 本研究采用视频脑电技术对脑卒中

偏瘫患者 Ｃｚ / ＣＰｚ / ＣＰ３ / Ｃ３ 共 ４ 个部位 μ 波抑制情况进行观察ꎬ
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 μ 波抑制指数较组内治疗前和对照组治

疗后明显下降(Ｐ<０.０５)ꎬ提示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改善可能与

患者双侧腹侧运动前区皮质、顶叶区、双侧颞上回等区域 μ 波

抑制增强有关ꎬ其中腹侧运动前区皮质及顶叶区是与运动学习

和动作观察功能恢复相关的镜像神经元区域ꎬ该区域激活或兴

奋性增加提示观察某些特定动作能诱导大脑神经功能重组[２６] ꎮ
综上所述ꎬ本研究结果表明ꎬ在早期康复干预中辅以镜像

疗法可明显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ꎬ并且通过视频

脑电技术初步证实镜像疗法对脑卒中患者大脑皮质运动区 μ
波抑制作用较显著ꎬ为脑卒中偏瘫患者早期上肢功能康复介入

提供更多参考资料ꎬ并从电生理角度初步揭示镜像疗法的可能

作用机制ꎮ 本课题下一步将进行更深入细致的临床研究ꎬ以进

一步揭示 μ 波抑制与患者高级脑功能预后间的相关性ꎮ

参　 考　 文　 献

[１] 中国心血管病报告编写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２０１６»概要[ Ｊ] .中
国循环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３２(６):５２１￣５３０.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３６１４.
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１.

[２]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ꎬ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神经康复学

组ꎬ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学组.中国脑卒中早期康复

治疗指南[ Ｊ] .中华神经科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５０( ６):４０５￣４１２. ＤＯＩ: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７８７６.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２.

[３] Ｍｅｙｅｒ ＳꎬＶｅｒｈｅｙｄｅｎ Ｇꎬ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ｎ Ｎꎬｅｔ 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ｔｏｒ ｏｕｔ￣
ｃｏｍｅ ５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ｒｏｋｅ ｉ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ａｔ ２ ｍｏｎｔｈｓ:ｆｏｌｌｏｗ￣
ｕ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ｔｒｏｋ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Ｅｕｒｏｐｅ [ Ｊ ] . Ｓｔｒｏｋｅꎬ ２０１５ꎬ ４６ ( ６ ): １６１３￣１６１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６１ /
ＳＴＲＯＫＥＡＨＡ.１１５.００９４２１.

[４] 梁巍.镜像神经元系统[ Ｊ] .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１４
(１):７４￣７７.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４９３３.２０１６.０１.０１９.

[５] 马玉静ꎬ勾丽洁ꎬ王文清ꎬ等.镜像视觉反馈疗法对脑卒中后偏瘫患

者上肢功能及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Ｊ] .中华物理医学与

康复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３８ ( ２):１４１￣１４３. ＤＯＩ: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 ０２５４￣
１４２４.２０１６.０２.０１５.

[６] 官群ꎬ姚茹ꎬ孟万金.μ 波抑制的界定、功能及其应用￣揭示镜像神

经元活动的机制和意义[ Ｊ] .心理与行为研究ꎬ２０１４ꎬ１２(５):７０１￣
７０６.

[７] Ｄｅｐｒｅｔｔｏ ＭꎬＤａｖｉｅｓ ＭＳꎬＰｆｅｉｆｅｒ ＪＨꎬｅｔ 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ｏｔｈｅｒｓ:ｍｉｒｒｏｒ ｎｅｕｒｏｎ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ｉｓ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ｉｓ￣
ｏｒｄｅｒｓ[Ｊ] .Ｎａｔ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２００６ꎬ９(１):２８￣３０.

[８] 桑丽清ꎬ倪斐琳.视频脑电监护在脑血管疾病护理中的应用[ Ｊ] .护
理与康复ꎬ２０１０ꎬ９ ( ２): １３６￣１３７.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９８７５.
２０１０.０２.０２１.

[９] 中华神经科学会ꎬ中华神经外科学会.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

[Ｊ] .中华神经科杂志ꎬ１９９６ꎬ２９(６):３７９.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６￣
７８７６.１９９６.０６.００６.

[１０] 杜深星ꎬ杜奋飞ꎬ包承东ꎬ等.镜像疗法联合强制性运动疗法对脑卒

中后偏瘫患者上肢功能恢复的影响[ Ｊ]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

志ꎬ２０１６ꎬ３８(１):４３￣４５. ＤＯＩ: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 ０２５４￣１４２４. ２０１６.
０１.００９.

[１１] Ｋｉｍ ＨꎬＳｈｉｍ Ｊ.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ｉｒｒｏ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ｎ ｔｈｅ ｕｐ￣
ｐ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ｒｏｋ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Ｊ] .Ｊ Ｐｈｙｓ Ｔｈｅｒ Ｓｃｉꎬ２０１５ꎬ２７( １):２２７￣２２９. ＤＯＩ:１０. １５８９ / ｊｐｔｓ. ２７.
２２７.

[１２] Ｃｒｏｗ ＪＬꎬＫｗａｋｋｅｌ ＧꎬＢｕｓｓｍａｎｎ ＪＢꎬｅｔ ａｌ.Ａｒｅ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
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ｓｔｒｏｋｅ 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ｓｔｒｏｋｅ[Ｊ]? Ｐｈｙｓ Ｔｈｅｒꎬ２０１４ꎬ９４(７):９７７￣９８６.ＤＯＩ:１０.２５２２ /
ｐｔｊ.２０１３０１７０.

[１３] Ｎｉｎｋｏｖｉ ＭꎬＷｅｉｓｓｅｎｂａｃｈｅｒ ＡꎬＰｒａｔｓｃｈｋｅ Ｊꎬｅｔ 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ｈａｎｄ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ａｒｍ ａｌｌｏ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ｍ
Ｔｅｓｔ[Ｊ] .Ａｍ Ｊ Ｐｈｙｓ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２０１５ꎬ９４( ３):２１１￣２２１.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９７ /
ＰＨＭ.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５１.

[１４] Ｂｒｏｗｎ ＡＷꎬＴｈｅｒｎｅａｕ ＴＭꎬＳｃｈｕｌｔｚ ＢＡꎬｅｔ 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ｓ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 ｒｅ￣
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ｒｏｋｅ[ Ｊ] . Ｓｔｒｏｋｅꎬ２０１５ꎬ４６(４):１０３８￣１０４４.ＤＯＩ:１０.
１１６１ / ＳＴＲＯＫＥＡＨＡ.１１４.００７３９２.

[１５] 刘雪枫ꎬ柳维林ꎬ谢秋蓉ꎬ等.基于镜像治疗 ｍｕ ｒｈｙｔｈｍ 脑电信号变

化的研究[ Ｊ] .康复学报ꎬ２０１５ꎬ２５( ４):５￣９.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２６１ / ｊ. ｉｓｓｎ.
２０９６￣０３２８.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２.

[１６] Ｒｏｓｓｉｔｅｒ ＨＥꎬＢｏｒｒｅｌｌｉ ＭＲꎬＢｏｒｃｈｅｒｔ ＲＪꎬｅｔ ａｌ. Ｃｏｒｔ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ｍｉｒｒｏ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ｒｏｋｅ[ Ｊ] .Ｎｅｕｒｏｒｅｈａｂｉ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Ｒｅｐａｉｒꎬ２０１５ꎬ２９
(５):４４４￣４５２.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７ / １５４５９６８３１４５５４６２２.

[１７] Ｍｉｒｅｌａ Ｃｒｉｓｔｉｎａ ＬꎬＭａｔｅｉ ＤꎬＩｇｎａｔ Ｂꎬｅｔ ａｌ.Ｍｉｒｒｏ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ｕｐ￣
ｐ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 ｍｏｔｏ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ｎ ｓｔｒｏｋ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 .Ａｃｔａ Ｎｅｕｒｏｌ Ｂｅｌｇꎬ
２０１５ꎬ１１５(４):５９７￣６０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１３７６０￣０１５￣０４６５￣５.

[１８] Ｔｙｓｏｎ Ｓꎬ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ＪꎬＴｈｏｍａｓ Ｎꎬｅｔ ａｌ. Ｐｈａｓｅ ＩＩ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ｌｅｄ 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ｍｉｒｒｏ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ｌｉｍｂ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 ｓｔｒｏｋｅ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Ｊ] .Ｎｅｕｒｏｒｅｈａｂｉｌ Ｎｅｕ￣
ｒａｌ Ｒｅｐａｉｒꎬ２０１５ꎬ２９(９):８１８￣８２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７ / １５４５９６８３１４５６５５１３.

[１９] ＥＩ￣Ｈｅｌｏｗ ＭＲꎬＺａｍｚａｍ ＭＬꎬＦａｔｈａｌｌａ ＭＭꎬｅｔ ａ１.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ｓｔｒｏｋｅ[ Ｊ] . Ｅｕｒ Ｊ Ｐｈｙｓ

０９５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第 ４０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８



Ｒｅｈａｂｉｌ Ｍｅｄꎬ２０１５ꎬ５１(４):３７１￣３７９.
[２０] 彭娟ꎬ胥方元.镜像疗法对脑卒中后肢体功能康复的研究进展[ Ｊ] .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３２ ( ３):３５９￣３６３.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１￣１２４２.２０１７.０３.０２５.

[２１] Ｈｏｏｎｈｏｒｓｔ ＭＨꎬＮｉｊｌａｎｄ ＲＨꎬ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 ＪＳꎬｅｔ ａｌ.Ｈｏｗ ｄｏ 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
ａｒｍ ｍｏｔｏｒ ｓｃｏｒ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 ｔｏ ｄｅｘｔｅｒｉｔ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ｍ Ｔｅｓｔ ａｔ ６ ｍｏｎｔｈｓ 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Ｊ]? Ａｒｃｈ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２０１５ꎬ
９６(１０):１８４５￣１８４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ａｐｍｒ.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９.

[２２] Ｐａｒｋ ＹꎬＣｈａｎｇ ＭꎬＫｉｍ ＫＭ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ｉｒｒｏ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ｗｉｔｈ
ｔａｓｋｓ ｏｎ ｕｐｐ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ｃａｒｅ ｉｎ ｓｔｒｏｋ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 .Ｊ
Ｐｈｙｓ Ｔｈｅｒ Ｓｃｉꎬ２０１５ꎬ２７(５):１４９９￣１５０１.ＤＯＩ:１０.１５８９ / ｊｐｔｓ.２７.１４９９.

[２３] 何宗颖ꎬ何予工.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及日

常生活能力的影响[Ｊ]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ꎬ２０１４ꎬ３６(１０):

７９０￣７９２.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１３.
[２４] Ｐａｒｋ ＪＹꎬＣｈａｎｇ ＭꎬＫｉｍ ＫＭ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ｉｒｒｏ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ｎ ｕｐ￣

ｐｅｒ￣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ｓｔｒｏｋ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 .Ｊ Ｐｈｙｓ Ｔｈｅｒ Ｓｃｉꎬ２０１５ꎬ２７(６):１６８１￣１６８３.ＤＯＩ:１０.１５８９ / ｊｐｔｓ.２７.
１６８１.

[２５] Ｍｕｔｈｕｋｕｍａｒａｓｗａｍｙ ＳＤꎬＪｏｈｎｓｏｎ ＢＷꎬＭｃＮａｉｒ ＮＡ.Ｍｕ ｒｈｙｔｈｍ ｍｏｄ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ｇｒａｓｐ[Ｊ]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 Ｃｏｇｎ
Ｒｅｓꎬ２００４ꎬ１９(２):１９５￣２０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ｃｏｇｂｒａｉｎｒｅｓ.２００３.１２.００１.

[２６] 沈晓妍ꎬ姜咏梅ꎬ唐妮妮ꎬ等.镜像疗法改善脑卒中患者肢体功能的

研究进展[ Ｊ]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３９(６):４７２￣４７４.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１７.０６.０２１.

(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１３)
(本文编辑:易　 浩)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１８.０８.００８
作者信息:１３００２１ 长春ꎬ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

通信作者:闫兆红 Ｅｍａｉｌ:１２１３６０６０９１＠ ｑｑ.ｃｏｍ

手法淋巴引流结合综合康复治疗老年脑卒中后早期
肩手综合征患者的疗效观察

段好阳　 张国栋　 尹明　 刘福迁　 闫兆红

【摘要】 　 目的　 观察手法淋巴引流结合综合康复治疗老年脑卒中后早期肩手综合征( ＳＨＳ)患者的疗效ꎮ
方法　 选取老年脑卒中后早期 ＳＨＳ 患者 ８６ 例ꎬ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ꎬ每组 ４３ 例ꎮ ２ 组

均接受常规综合康复治疗ꎬ观察组在常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增加手法淋巴引流ꎮ 于治疗前、治疗 ４ 周后(治疗

后)采用排水法、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ＡＳ)、上肢简化 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 量表(ＦＭＡ)和改良 Ｂａｒｔｈｅｌ 指数(ＭＢＩ)分别评估 ２
组患者的手部水肿程度、患肢疼痛程度、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ＡＤＬ)能力ꎮ 结果　 治疗前ꎬ两组患者的患肢

水肿程度、ＶＡＳ 评分、ＦＭＡ 评分和 ＭＢＩ 评分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治疗后ꎬ两组患者的患肢各项

评分与组内治疗前比较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ꎬ且观察组治疗后水肿程度[(１４６. ７１± ６. ２２) ｍｌ]、ＶＡＳ
[(２.３９±１.０１)分]、ＦＭＡ[(５９.８４±５.９９)分]、ＭＢＩ[(７２.０４±８.９)分]较对照组优异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结论　 手法淋巴引流结合综合康复治疗可显著减轻老年脑卒中后早期 ＳＨＳ 患者的水肿、疼痛ꎬ并能促进上肢功

能恢复ꎬ提高 ＡＤＬ 能力ꎮ
【关键词】 　 手法淋巴引流ꎻ　 老年ꎻ　 脑卒中ꎻ　 肩手综合征

　 　 肩手综合征(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ｈａｎｄ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ＳＨＳ)是一组早期以

肩手水肿、疼痛、关节活动受限为主要特征ꎬ后期以手部关节

挛缩、功能废用为主要特征的综合征ꎬ是老年脑卒中患者的常

见并发症之一ꎬ其发病率约为 １２.５％ ~ ７４.１％ꎬ常出现在患者

发生脑卒中后 １~ ３ 个月ꎬ多数为急性起病[１￣３] ꎮ 如果患者在发

生 ＳＨＳ 后早期得不到及时、正确的治疗ꎬ其病程可迁延 ３ ~ ６
个月或更长时间ꎬ最终导致肌肉萎缩ꎬ肩、手关节遗留挛缩畸

形ꎬ严重影响患者的康复进程及生活质量[４] ꎮ 目前ꎬ临床上主

要是通过气波压力疗法等促进静脉回流来减轻水肿ꎬ防治

ＳＨＳ 的发生及进展ꎬ但效果欠佳ꎮ 本研究在综合康复训练的

基础上采用手法淋巴引流治疗老年脑卒中后早期 ＳＨＳ 患者ꎬ
在防治早期 ＳＨＳ 的发生及进展方面取得了较好的疗效ꎬ报道

如下ꎮ

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康复中

心收治的老年脑卒中后早期 ＳＨＳ 患者 ８６ 例ꎮ 纳入标准:①符

合全国第 ４ 次脑血管疾病会议制订的脑卒中诊断标准[５] ꎬ并经

头颅 ＣＴ 和 ＭＲＩ 检查证实者ꎻ②年龄≥６０ 岁者ꎻ③符合脑卒中

后肩手综合征Ⅰ、Ⅱ期诊断标准[６] 者ꎻ④无痴呆及认知功能障

碍ꎬ能理解并配合治疗者ꎻ⑤病情稳定、意识清楚ꎬ格拉斯哥昏

迷量表评分>８ 分者ꎻ⑥签署知情同意书者ꎮ 排除标准:①发生

脑卒中前有肩关节、手部疾病及畸形者ꎻ②病情恶化ꎬ出现新病

灶者ꎻ③出现心、肺、肝、肾功能不全和恶性高血压等其它限制

活动的合并症者ꎻ④存在严重认知及交流障碍及不配合者ꎮ 将

８６ 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ꎬ每组 ４３ 例ꎬ两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ꎬ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具
有可比性ꎬ详见表 １ꎮ

１９５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第 ４０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