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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目标￣活动￣丰富运动(ＧＡＭＥ)方案对轻、中度发育障碍婴儿运动功能的影响ꎮ
方法　 采用随机、单盲、对照试验ꎬ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３ ~ １２ 月龄轻、中度发育障碍患儿 １０８ 例采用随机数字

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ꎬ每组患儿 ５４ 例ꎬ２ 组再按月龄各分为≤６ 月龄组和>６ 月龄组ꎮ ２ 组患儿均接

受每日 １ 次ꎬ每次 ３０ ｍｉｎꎬ每周 ５ ｄ 的常规康复干预和每日 ６０ ｍｉｎ 的家庭干预ꎬ总疗程 ８ 周ꎮ 观察组增加

ＧＡＭＥ 方案进行干预ꎬ对照组则增加传统的神经发育学疗法(ＮＤＴ)进行干预ꎮ 于治疗前和治疗 ８ 周后(治疗

后)ꎬ采用 Ａｌｂｅｒｔａ 婴儿运动量表(ＡＩＭＳ)对 ２ 组患儿进行运动功能评估ꎮ 结果　 治疗后ꎬ２ 组患儿各体位 ＡＩＭＳ
评分和总分均显著优于组内治疗前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且观察组患儿治疗后仰卧位、俯卧位、坐
位的 ＡＩＭＳ 评分和 ＡＩＭＳ 总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治疗后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治疗后ꎬ观察组 ２ 个

亚组的各体位评分增加值组间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但观察组≤６ 月龄组患儿的 ＡＩＭＳ 总分

增加值为(１６.７７±１.７８)分ꎬ显著高于>６ 月龄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结论　 与传统的 ＮＤＴ 方案相

比ꎬＧＡＭＥ 方案可更好地提高轻中度发育障碍婴儿的运动功能ꎬ且较小年龄组的患儿进步较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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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育障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ＤＤ)包括智力
障碍、孤独症谱系障碍、脑性瘫痪、发育性协调障碍等
各类发育期神经功能障碍性疾病ꎬ其中半数为终身致
残性疾患ꎬ不仅严重影响患儿的生活质量ꎬ而且医疗花
费大ꎬ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的负担ꎮ 上述疾病的早
期往往表现为全面发育迟缓ꎬ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是
改善发育障碍儿童预后的关键ꎮ 在我国ꎬ康复机构针
对 ＤＤ 常用的康复方法包括ꎬ神经营养药物治疗、高压
氧、婴儿被动操、抚触等ꎬ但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尚缺乏
充分的循证医学证据ꎮ

神经发育学疗法(ｎｅｕｒ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ꎬ
ＮＤＴ)是世界公认的当前治疗发育障碍患儿肢体运动
障碍的重要方法之一ꎮ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ꎬ目标￣活
动￣丰富运动 ( ｇｏａｌ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ｏｔｏｒ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ꎬ ＧＡＭＥ)
干预方案可有效地改善脑瘫高危儿的运动结局[１]ꎬ但
ＧＡＭＥ 方案在发育障碍婴儿中的应用却鲜有报道ꎮ 本
研究对比了 ＮＤＴ 与 ＧＡＭＥ 两种方案对轻中度发育障
碍婴儿早期干预的效果ꎬ并应用 Ａｌｂｅｒｔａ 婴儿运动量表
(Ａｌｂｅｒｔａ ｉｎｆａｎｔ ｍｏｔｏｒ ｓｃａｌｅｓꎬＡＩＭＳ)对患儿的运动发育
情况进行了评估ꎬ以期为发育障碍患儿临床干预策略
的制订提供参考ꎮ

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纳入标准:①入组时纠正年龄 ３ ~ １２ 月ꎻ②Ｇｅｓｅｌｌ

发育量表 ５ 个能区发育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ｑｕｏｔｉｅｎｔꎬＤＱ)
≤７５ 分ꎬ平均 ＤＱ 范围 ４５ ~ ７５ 分(属轻 ~中度低下)ꎻ
③签订知情同意书ꎮ

排除标准:①已明确诊断为遗传代谢性疾病ꎻ②存
在明显异常运动模式ꎻ③活动性癫痫ꎻ④严重先天性心
脏病不能耐受训练者ꎮ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青岛市妇女儿

童医院康复科收治且符合上述标准的轻、中度发育障
碍患婴共 １０８ 例ꎬ其中男 ６２ 例ꎬ女 ４６ 例ꎮ 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ꎬ每组患儿 ５４ 例ꎬ２
组再按月龄各分为≤６ 月龄组和>６ 月龄组ꎬ各组和亚
组的性别、平均月龄、Ｇｅｓｅｌｌ 发育量表大运动能区 ＤＱ
和非大运动能区平均 ＤＱ 等组间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 １)ꎮ 本研究已通过了青岛市妇
女儿童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医学伦理 ２０１６￣００３)ꎮ

二、治疗方法
２ 组患儿均接受常规康复干预和家庭干预ꎬ常规

康复干预每日 １ 次ꎬ每次 ３０ ｍｉｎꎬ每周 ５ ｄꎬ连续干预 ８
周ꎻ家庭干预每日 １ 次ꎬ每次 ６０ ｍｉｎꎬ每周 ５ ｄꎬ连续干
预 ８ 周ꎮ 对照组在上述干预方案的基础上增加传统的
ＮＤＴ 疗法进行发育里程碑促通训练ꎬ观察组则增加
ＧＡＭＥ 运动疗法进行干预ꎮ 具体干预方法如下ꎮ

１. ＮＤＴ 疗法:包括被动操、关节活动度训练、抚
触、运动里程碑练习、移动运动、互动和模仿等ꎬＮＤＴ
疗法每日 １ 次ꎬ每次 ６０ ｍｉｎꎬ每周 ５ ｄꎬ连续干预 ８ 周ꎮ

２. ＧＡＭＥ 运动干预方案:围绕 ３ 个核心要素设定
干预内容和操作要求ꎬ所有项目内容的确定均由医生、
治疗师和患儿父母共同参与并制定ꎮ ①目标设定———
根据患儿年龄、能力水平结合 ＡＩＭＳ 初次评价结果ꎬ将
质量不完善的或与即将获得的运动里程碑相关的活动
作为训练目标ꎮ 目标设定符合 ＳＭＡＲＴ 原则ꎬ即具体
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可衡量的(ｍｅａｓｕｒａｂｌｅ)、能够达到的( ａｔ￣
ｔａｉｎａｂｌｅ)、相关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及有时限的( ｔｉｍｅ￣ｂｏｕｎｄ)
的原则ꎮ ②活动练习———治疗师根据评估结果围绕训
练目标设计活动项目ꎮ 例如ꎬ为实现直腰稳定坐位下
双手玩玩具的目标ꎬ设定的活动包括:患儿坐于 １５°楔
形垫上ꎬ治疗师于患儿身后适当控制骨盆ꎬ利用游戏诱
导患儿水平够取玩具ꎬ或者双手玩玩具ꎬ提高躯干竖直
能力ꎻ俯卧位诱导患儿单臂支撑够玩具ꎬ提高单臂支撑

表 １　 ２ 组患儿一般资料

组别　 例数
性别(例)

男 女
平均月龄
(月ꎬｘ－±ｓ)

大运动能区 ＤＱ
(分ꎬｘ－±ｓ)

非大运动能区
平均 ＤＱ(分ꎬｘ－±ｓ)

观察组

　 综合 ５４ ３０ ２４ ６.３１±１.８８ ５７.１３±７.１８ ５６.９４±６.８６
　 ≤６ 月龄组 ２６ １５ １１ ４.８８±１.１８ ５５.６５±７.０４ ５７.４６±６.７８
　 >６ 月龄组 ２８ １５ １３ ７.６４±１.３７ ５８.５０±７.１５ ５６.４６±７.０１
对照组

　 综合 ５４ ３２ ２２ ６.３３±１.８４ ５６.８１±７.７７ ５６.８３±６.９２
　 ≤６ 月龄组 ２４ １４ １０ ４.６７±１.２０ ５５.０４±７.６１ ５７.３３±７.０５
　 >６ 月龄组 ３０ １８ １２ ７.６７±０.９６ ５８.２３±７.７３ ５６.４３±６.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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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及核心肌群肌力ꎻ患儿一侧上肢支撑维持坐位ꎬ诱
导对侧上肢取物ꎬ由低处到高出ꎬ由前方到侧方ꎬ诱导
躯干回旋及动态平衡ꎻ坐位单侧上肢够取动作成熟后ꎬ
可诱导双侧上肢够取物品ꎬ并双手玩玩具ꎮ 如此ꎬ患儿
在动态的游戏活动中逐步建立坐位平衡ꎬ达到解放双
手玩玩具并能维持坐位稳定的目的ꎮ 难度系数以患儿
至少能积极主动地完成部分活动为佳ꎬ治疗师提供适
当辅助ꎬ随着患儿能力提高ꎬ减少辅助ꎬ一旦独立完成
则增加到一个新的、适当的难度水平ꎮ 训练过程中ꎬ鼓
励患儿在运动任务中自我启动ꎬ确保目标导向性自主
运动是所有实践的重点ꎮ ③父母教育和家庭丰富运动
策略———鼓励父母发现孩子运动行为中的问题ꎬ帮助
家长设计与目标相匹配的运动丰富的家庭游戏ꎬ指导
家长对家庭活动用具(如高脚椅子)、使用方法及玩具
的选择ꎬ以及如何利用游戏促进患儿自我发起的运动
和探索ꎬ尽可能地减少辅助ꎬ确保运动性活动的复杂
性、挑战性和时间性(父母教育和家庭丰富运动不做
被动操、 关节活动度训练、 抚触等被动性运动)ꎮ
ＧＡＭＥ 运动每日 １ 次ꎬ每次 ６０ ｍｉｎꎬ每周 ５ ｄꎬ连续干预
８ 周ꎮ

三、疗效评定
于治疗前和治疗 ８ 周后(治疗后)ꎬ由一名康复医

师于双盲状态下采用 ＡＩＭＳ 量表对 ２ 组患儿进行运动
功能评估ꎮ ＡＩＭＳ 量表在评估 ０ ~ １８ 月龄婴儿粗大运
动发育水平方面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ꎬ对运动发育或
干预后的微小变化反应敏感[１]ꎮ ＡＩＭＳ 量表共 ５８ 项ꎬ
包括仰卧位、俯卧位、坐位和立位四个体位ꎬ得分越高

则运动功能越好[２]ꎮ
四、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版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计量

资料采用(ｘ－±ｓ)来表示ꎮ 对 ２ 组治疗前、后的 ＡＩＭＳ 各
体位评分、总分及其增加值进行两个独立样本的 ｔ 检
验ꎬ以Ｐ<０.０５为有差异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治疗前ꎬ２ 组患儿各体位 ＡＩＭＳ 评分和总分组间比
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治疗后ꎬ２ 组患儿
各体位 ＡＩＭＳ 评分和总分均显著优于组内治疗前ꎬ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且观察组患儿治疗后仰
卧位、俯卧位、坐位的 ＡＩＭＳ 评分和 ＡＩＭＳ 总分均显著
优于对照组治疗后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
详见表 ２ꎮ

治疗后ꎬ对照组 ２ 个亚组的 ＡＩＭＳ 各体位评分增
加值和 ＡＩＭＳ 总分增加值组间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ꎮ 观察组 ２ 个亚组的各体位评分增加
值组间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但观察
组≤６ 月龄组患儿的 ＡＩＭＳ 总分增加值显著高于>６ 月
龄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详见表 ３ꎮ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治疗 ８ 周后ꎬ采用 ＧＡＭＥ 运动
疗法进行干预的观察组患儿的仰卧位、俯卧位、坐位
ＡＩＭＳ 评分和总分ꎬ均显著优于采用 ＮＤＴ 疗法进行干
预的对照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该结果

表 ２　 ２ 组患者治疗前、后 ＡＩＭＳ 评分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俯卧位 仰卧位 坐位 立位 总分

观察组

　 治疗前 ５４ ６.８９±２.６５ ５.２４±１.７４ ５.１５±１.０７ ２.２８±０.８９ １９.５２±５.５６
　 治疗后 ５４ １２.５９±３.１７ａｂ ７.７８±１.０８ａｂ ９.５９±１.６３ａｂ ３.９４±１.７５ａ ３４.３５±６.９２ａｂ

对照组

　 治疗前 ５４ ６.３３±２.２７ ５.１５±１.６２ ５.２６±１.２３ ２.３０±０.７２ １８.９６±５.２２
　 治疗后 ５４ ９.７８±２.８３ａ ６.５６±１.２７ａ ７.７８±１.８５ａ ３.６０±１.４５ａ ２７.６３±６.６９ａ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ꎬａＰ<０.０５

表 ３　 ２ 组不同月龄亚组治疗后 ＡＩＭＳ 评分增加值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俯卧位 仰卧位 坐位 立位 总分

观察组

　 ≤６ 月龄组 ２６ ５.５４±０.８６ ４.０４±０.６６ ５.１２±０.９１ ２.１５±０.３７ １６.７７±１.７８ａ

　 >６ 月龄组 ２８ ５.１１±０.９９ ３.６８±０.８２ ４.６４±１.１０ ２.０７±０.２６ １４.９６±２.０１
对照组

　 ≤６ 月龄组 ２４ ３.９２±０.５８ ２.２９±０.６９ ３.３３±０.６４ １.０８±０.２８ １０.４６±１.４７
　 >６ 月龄组 ３０ ３.７３±０.６９ ２.１７±０.７９ ３.１７±０.６５ １.２０±０.４１ １０.１７±１.８６

　 　 注:与组内>６ 月龄组比较ꎬａ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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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ꎬ与传统的 ＮＤＴ 技术相比ꎬＧＡＭＥ 方案可更好地
提高轻、中度发育障碍婴儿的各个运动能区运动能力
和总体的运动水平ꎬ这与 Ｍｏｒｇａｎ 等[３] 的研究结果类
似ꎮ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ꎬ治疗 ８ 周后ꎬ观察组≤６ 月龄
组的 ＡＩＭＳ 总分增加值高于组内>６ 月龄组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该结果提示ꎬ≤６ 个月龄患儿总体
运动水平改善更优ꎬ较小年龄组患儿进步较快ꎬ这也进
一步证实了早期干预宜在脑发育关键期的重要性ꎮ

随着围产期卫生保健及抢救技术的提高ꎬ加之二
胎政策的放开ꎬ脑损伤儿的存活率增加ꎬ但发育障碍的
发生却并未降低ꎮ 未成熟脑较成人具有更高的神经可
塑性ꎬ如何利用这一优势改善发育障碍患儿的远期预
后ꎬ国内外儿童康复界进行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和临床
探索ꎮ 动物实验发现ꎬ丰富环境可以有效地促进神经
可塑性ꎬ通过丰富环境刺激可抑制多种脑损伤动物模
型的海马、额叶皮质等神经元树突棘丢失ꎬ促进轴突再
生ꎬ改善神经可塑性ꎬ提高运动和认知能力[４￣８]ꎮ 虽然
关于丰富环境的设置尚缺乏统一参数ꎬ但丰富环境赋
予的运动机会是成功的关键ꎮ 有关人类脑损伤和神经
可塑性的临床研究发现ꎬ强化的、任务特异性的干预ꎬ
可有效地促进脑功能的恢复[９]ꎮ 针对未成熟脑损伤
的康复研究均一致认为ꎬ发育中的脑较成人的神经可
塑性更强ꎬ因此环境对婴儿的影响较成人更明显ꎬ早期
干预应该在神经发育关键期早期介入[１０￣１３]ꎬ并且在丰
富的环境中开展[１２￣１４]ꎬ即支持性丰富环境策略可改善
脑损伤儿的预后ꎮ 目前已知的早期干预有效性的机制
在于婴儿脑的神经可塑性、神经发生的持久性和活动￣
依赖的可塑性[１１ꎬ１４]ꎮ 通过活动￣依赖性可以改变大脑
细胞的连接ꎬ促进神经成熟和功能发展ꎮ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ꎬＭｏｒｇａｎ 等在 ２０１４ 年首次报
道了 ＧＡＭＥ 方案用于治疗脑瘫高危儿并取得了肯定
疗效[３]ꎬ其团队进一步的研究也证实ꎬＧＡＭＥ 方案可有
效地改善脑瘫高危儿运动轨迹[１５￣１６]ꎮ Ｍｏｒｇａｎ 团队数
次报道了 ＧＡＭＥ 方案在脑瘫高危儿中的应用ꎬ明确了
ＧＡＭＥ 方案的核心要素ꎬ其重点包括[３ꎬ１５￣１６]:①目标导
向性强化运动训练———治疗初期ꎬ必须根据测评结果
设定现实性目标(治疗师与家长参与)ꎬ目标达成后要
设定新目标ꎮ 运动训练必须基于运动学习原理ꎬ鼓励
患儿在运动任务中自我启动ꎬ激发婴儿积极完成任务ꎬ
适时改变任务或环境增加运动挑战性ꎬ确保婴儿自主
运动是所有实践的重点ꎮ ②家庭项目———医生和治疗
师要与家长一起讨论、设定ꎬ形成书面家庭项目ꎮ 活动
应提供负重、够取和抓握ꎬ并且要有利于婴儿独立执
行ꎬ一旦目标达到就要进行升级ꎮ ③父母教育———父
母教育根植于家庭ꎬ是早期干预的重要成分[１１ꎬ１７]ꎮ 指
导父母最大程度地利用孩子的清醒时间和自然学习机

会ꎮ 家长接受简单的运动任务分析训练ꎬ并在适当的
策略下训练ꎬ以促进孩子的发育ꎮ ④环境丰富———鼓
励和协助家长建立运动丰富的游戏环境ꎬ促进孩子自
我发起的运动、探索和任务的完成ꎬ指导与目标运动任
务匹配的玩具选择ꎬ建立与目标有关的实践和重复性
活动的物理场所ꎮ

运动功能是人类生存所获得的最基本技能ꎬ运动
发育轨迹异常不仅见于脑瘫ꎬ也见于其他各种发育障
碍ꎮ 然而ꎬＧＡＭＥ 方案在发育障碍患儿中的应用鲜有
报道ꎬＧＡＭＥ 方案与传统 ＮＤＴ 技术的疗效对比尚未可
知ꎮ 本研究在国内首次引进 ＧＡＭＥ 方案并运用于轻
中度发育障碍婴儿的早期干预中ꎬ与传统的 ＮＤＴ 方案
进行了疗效对比ꎬ发现 ＧＡＭＥ 方案能更好地提高轻中
度发育障碍儿童运动功能ꎬ且较小年龄组患儿进步较
快ꎮ 本课题组认为ꎬＧＡＭＥ 方案是以运动学习理论为
基础ꎬ将以目标为导向的活动练习、父母教育和丰富环
境策略融为一体ꎬ其核心要素充分利用了活动￣依赖的
神经可塑性原理ꎬ也符合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儿
童和青少年版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
ｎｉｎｇꎬ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ꎬ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 Ｖｅｒｓｉｏｎꎬ
ＩＣＦ￣ＣＹ)的框架理论ꎬ本研究在设计和实施中充分考
虑了 ＧＡＭＥ 方案的各个关键要素ꎮ

综上所述ꎬ本研究在国内首次引入 ＧＡＭＥ 方案ꎬ
并证实 ＧＡＭＥ 方案可更好地提高轻、中度发育障碍儿
童运动功能ꎮ 本研究为 ＧＡＭＥ 方案在临床的应用和
发育障碍患儿早期干预策略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借
鉴ꎮ 同时ꎬ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ꎬ对入组对象未
进行孕周、病因分类及头颅影像学分析等ꎬ可能会对研
究结果造成一定程度的偏倚ꎬ这些将在以后的研究中
进一步完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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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运动评估对试管婴儿脑性瘫痪发育结局的预测价值分析

梁树艺１ 　 刘福花２ 　 吴芙蓉１ 　 甘明霞１ 　 马雅萍２

１厦门市儿童医院康复医学科ꎬ厦门　 ３６１０００ꎻ ２甘肃省临夏州妇幼保健院　 ７３１１００
通信作者:吴芙蓉ꎬＥｍａｉｌ:３７９５１６３７４＠ ｑｑ.ｃｏｍ

　 　 【摘要】 　 目的　 探讨不安运动阶段全身运动(ＧＭｓ)评估对试管婴儿运动发育结局的预测效度ꎮ 方法　 选

取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期间在厦门市儿童医院康复医学科接受 ＧＭｓ 评估的试管婴儿 ８１ 例ꎬ定期随访到

１～１.５ 周岁ꎮ 采用 Ｐｅａｂｏｄｙ￣２ 运动发育量表评定入选试管婴儿在 １～１.５ 周岁时运动发育能力并进行神经学检

查ꎬ确定其运动发育结局ꎬ分析不安运动阶段 ＧＭｓ 评估对入选试管婴儿运动发育结局的预测效度ꎮ 结果　 本研

究 ８１ 例试管婴儿经不安运动阶段 ＧＭｓ 评估ꎬ发现有 ７５ 例为正常不安运动(ＮＦ)ꎬ６ 例为不安运动缺乏(Ｆ－)ꎮ 上

述试管婴儿随访到 １~１.５ 周岁时其运动发育结局为脑性瘫痪(简称脑瘫)５ 例ꎬ非脑瘫 ７６ 例(其中正常 ７３ 例ꎬ运
动发育迟缓 ３ 例)ꎮ 通过计算得出不安运动阶段 ＧＭｓ 评估预测试管婴儿脑瘫发育结局的敏感度为 １００％ꎬ特异

度为 ９８.７％ꎬ阳性预测值为 ８３.３％ꎬ阴性预测值为 １００％ꎮ 结论　 ＧＭｓ 评估对于试管婴儿后期是否发展为脑瘫具

有较好预测价值ꎬ故在试管婴儿运动发育随访中可采用不安运动阶段 ＧＭｓ 评估作为早期预测指标ꎬ从而指导试

管婴儿早期康复干预ꎮ
【关键词】 　 全身运动评估ꎻ　 不安运动缺乏ꎻ　 试管婴儿ꎻ　 脑瘫ꎻ　 预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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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运动(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ꎬＧＭｓ)评估是由欧洲发育神经

学家 Ｐｒｅｃｈｔｌ 教授及其同事提出的一种评估新生儿及小婴儿神

经运动行为的方法ꎬ具有安全、可靠、敏感、无创等特点ꎬ能十分

有效地评估婴儿神经系统功能[１] ꎮ 按照婴儿发育时间段 ＧＭｓ

可分为足月前 ＧＭｓ 阶段、扭动运动阶段和不安运动阶段ꎻ不安

运动主要分为正常不安运动(ｎｏｒｍａｌ ｆｉｄｇｅｔ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ＮＦ)和不

安运动缺乏(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ｉｄｇｅｔ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Ｆ－)ꎮ
试管婴儿又称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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