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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本体感觉神经肌肉促进技术(ＰＮＦ)对臀肌挛缩症患者术后功能恢复的影响ꎮ
方法　 选取臀肌挛缩症术后患者 ５５ 例ꎬ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 ＰＮＦ 组(２８ 例)和对照组(２７ 例)ꎮ ２ 组患

者均采用常规治疗ꎬＰＮＦ 组在此基础上加用 ＰＮＦꎮ 治疗前和治疗 １２ 周后(治疗后)ꎬ采用臀肌挛缩症功能量化

评分评定 ２ 组患者的髋关节功能及步态ꎬ并进行疗效评价ꎬ测量 ２ 组患者的双下肢功能长度之差ꎮ 结果　 治疗

后ꎬ２ 组患者臀肌挛缩症功能量化评分、双下肢功能长度之差较治疗前改善(Ｐ<０.０５)ꎮ ＰＮＦ 组治疗后臀肌挛缩

症功能量化评分下肢活动[(３０.１８±４.２０)分]、髋关节症状[(１６.４３±１.９９)分]、特殊体征[(２９.３６±１.２５)分]、美观

[(１３.５７±１.９１)分]、总分[(８９.５４±７.７６)分]均较对照组优异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２ 组患者治疗后

双下肢功能长度之差较组内治疗前减小(Ｐ<０.０５)ꎬ且 ＰＮＦ 组治疗后双下肢功能长度之差[(０.３８±０.１７)ｃｍ]
较对照组小(Ｐ<０.０５)ꎮ 结论　 ＰＮＦ 能改善臀肌挛缩症患者术后的髋关节功能和步态ꎬ疗效较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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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臀肌挛缩症是一种以臀部肌纤维、肌膜及其筋膜纤维挛缩

变性为主的临床综合征ꎬ多发于青少年ꎬ具体发病原因尚未阐

明ꎮ 有报道认为主要与臀部肌肉注射史、瘢痕体质、外伤等因

素有关ꎬ常导致臀部局部肌肉和组织发生无菌性炎症[１￣２] ꎮ 临

床表现为髋关节屈曲、内收和内旋受限ꎮ 有研究报道ꎬ臀肌挛

缩症可以采用手术治疗ꎬ术后康复训练主要涉及髋关节屈曲、
内收和内旋训练[３] ꎮ 本研究对臀肌挛缩症术后患者予以本体

感觉神经肌肉促进技术 ( ｐｒｏｐｒｉｏｃｅｐｔｉｖｅ ｎｅｕｒｏｍｕｓｃｕｌａｒ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
ｔｉｏｎꎬ ＰＮＦ)训练ꎬ疗效满意ꎬ报道如下ꎮ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年龄 ４ ~ １５ 岁ꎬ均为双侧病变且同期手术ꎻ
②臀部肌肉多次注射史ꎻ③双下肢绝对长度相等(即左右下肢

髂前上棘到内踝最高点长度相减的绝对值<０.５ ｃｍ [４] )ꎻ④无骨

性病变和明显畸形ꎻ⑤患者和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排除标

准:①患有严重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或其他严重疾病ꎻ②存在

视觉障碍ꎻ③存在听力障碍和听理解障碍ꎻ④不配合康复训

练者ꎮ
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在我院住院且符合上述标

准的臀肌挛缩症术后患者 ５５ 例ꎮ 患者术前均伴有不同程度的

异常步态ꎬ呈外八字和跳步征ꎬＯｂｅｒ 征阳性ꎬ交腿试验阳性ꎬ并
膝下蹲困难ꎬ臀部可扪及质硬条状带ꎬ髋关节屈曲、内收和内旋

受限[５] ꎮ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 ＰＮＦ 组(２８ 例)和对照

组(２７ 例)ꎮ ２ 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身高、体重、身体质量指

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ＢＭＩ)、双下肢绝对长度之差、臀肌挛缩分

度[６]等一般资料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具有可比

性ꎬ详见表 １ꎮ 本研究经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伦理(研)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５ 号]ꎮ
二、治疗方法

１.常规康复训练:２ 组患者均接受常规康复训练ꎮ 具体如

下:①术后 １ ~ ２ ｄꎬ患者取仰卧位ꎬ在床上保持双膝并拢、屈膝

８０°ꎬ髋关节屈曲 ６０°ꎬ每 ２ ｈ 调整 １ 次ꎻ②术后 ３ ｄꎬ患者取仰卧

位ꎬ在床上行屈髋抱膝训练、髋关节内旋训练和跷二郎腿训练ꎬ
每次训练 ２０ ｍｉｎꎬ每日 ２ 次ꎬ至术后 ８ 周ꎻ③术后 ４ ｄꎬ患者下床

行单腿负重训练、弓步压腿训练、并膝下蹲训练和坐位跷二郎

腿训练ꎬ每次训练 ４０ ｍｉｎꎮ 对照组每日 ２ 次ꎬＰＮＦ 组每日 １ 次ꎬ
至术后 ８ 周ꎻ④术后 １ 周ꎬ行姿势矫正训练、走一字步训练、交叉

步行训练和上下楼梯训练ꎬ每次训练 ４０ ｍｉｎꎮ 对照组每日 ２ 次ꎬ
ＰＮＦ 组每日 １ 次ꎬ至术后 １２ 周ꎮ 上述训练均需根据患者个人情

表 １　 ２ 组患者一般资料

组别 例数
性别(例)

男 女

年龄
(岁ꎬｘ－±ｓ)

病程
(年ꎬｘ－±ｓ)

身高
(ｍꎬｘ－±ｓ)

体重
(ｋｇꎬｘ－±ｓ)

ＢＭＩ
(ｋｇ / ｍ２ꎬｘ－±ｓ)

双下肢绝对
长度之差
(ｃｍꎬｘ－±ｓ)

臀肌挛缩分度(例)

Ⅰ度 Ⅱ度 Ⅲ度

对照组 ２７ １３ １４ ８.４５±２.１９ ４.６４±１.９１ １.３１±０.１３ ３５.０２±６.２６ ２０.２０±１.４０ ０.２４±０.０９ ２ ２０ ５
ＰＮＦ 组 ２８ １１ １７ ９.６５±２.４９ ５.６０±２.０６ １.３９±０.１６ ３９.０７±８.７４ １９.９６±１.２１ ０.２４±０.１１ ２ ２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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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 组患者治疗前、后臀肌挛缩症功能量化评分比较(分ꎬｘ－±ｓ)

组别 例数 下肢活动 髋关节症状 特殊体征 美观 总分

对照组

　 治疗前 ２７ １４.４４±５.１３ ９.５９±２.３１ ２２.８９±６.１９ ６.０７±２.５４ ５３.００±１４.１７
　 治疗后 ２７ ２５.５２±４.２１ａ １５.１９±２.１１ａ ２８.４４±１.５３ａ １１.９３±１.９６ａ ８１.０７±８.１５ａ

ＰＮＦ 组

　 治疗前 ２８ １５.６１±５.４６ ９.８６±３.４１ ２３.６１±６.１７ ６.２５±２.７４ ５５.３２±１５.１１
　 治疗后 ２８ ３０.１８±４.２０ａｂ １６.４３±１.９９ａｂ ２９.３６±１.２５ａｂ １３.５７±１.９１ａｂ ８９.５４±７.７６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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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进行ꎬ按助力￣主动￣抗阻训练模式ꎬ逐渐加大训练难度ꎻ且上

述训练均为双侧交替训练ꎬ在下肢长度较长的一侧适当增加训

练强度[７] ꎮ
２.ＰＮＦ:ＰＮＦ 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 ＰＮＦꎮ 对患者的身体

异常姿势进行个性化评定ꎬ按照 ＰＮＦ 治疗原则ꎬ选择相应的运

动模式及特殊技术进行训练[８] ꎮ 运动模式:①双侧不对称性双

上肢伸展￣颈屈曲￣躯干屈曲模式———患者取坐位ꎬ治疗师引导

患者做双上肢右屈曲ꎬ颈右后伸ꎬ躯干右侧屈、后伸伴右旋ꎬ至
双上肢左伸展ꎬ颈左屈曲ꎬ躯干左侧屈、前屈伴左旋ꎻ②双侧不

对称性双上肢屈曲￣颈伸展￣躯干伸展模式———患者取坐位ꎬ治
疗师引导患者做双上肢左伸展ꎬ颈左屈曲ꎬ躯干左侧屈、前屈伴

左旋ꎬ至双上肢右屈曲ꎬ颈右后伸ꎬ躯干右侧屈、后伸伴右旋ꎻ
③双侧不对称性双下肢屈曲￣躯干屈曲伴屈膝模式———患者取

坐位ꎬ治疗师引导患者做双下肢左侧伸展ꎬ躯干左侧屈、后伸伴

左旋ꎬ至双膝屈曲ꎬ双下肢右侧屈曲左旋ꎬ躯干右侧屈、前屈伴

右旋ꎻ④双侧不对称性双下肢伸展￣躯干伸展伴伸膝模式———患

者取坐位ꎬ治疗师引导患者做双膝屈曲ꎬ双下肢右侧屈曲左旋ꎬ
躯干右侧屈前屈伴右旋ꎬ至双下肢左侧伸展ꎬ躯干左侧屈后伸

伴左旋ꎮ 特殊技术:①等张组合———在运动范围内ꎬ协助患者

先做向心性收缩主动抗阻ꎬ在活动末端做 １０ ｓ 稳定性收缩ꎬ之
后嘱患者向原方向做离心性收缩ꎬ 运动中不停歇ꎬ 反复

１０ 次ꎻ②稳定性反转———让患者在最强的运动方向上开始抗

阻ꎬ在很小的运动范围内ꎬ施以足够的阻力行对抗交替等张收

缩ꎬ反复 １０ 次ꎮ 上述训练共分为 ３ 个部分ꎬ术后 ４ ｄ 至术后

１ 周ꎬ每次训练 ４０ ｍｉｎꎬ每日 １ 次ꎻ术后 １ 周至术后 ８ 周ꎬ每次训

练 ４０ ｍｉｎꎬ每日 ２ 次ꎻ术后 ８ 周至术后 １２ 周ꎬ每次训练 ４０ ｍｉｎꎬ
每日 １ 次ꎮ 训练需循序渐进ꎬ以患者不出现明显疲劳感和疼痛

为宜ꎻ训练过程中ꎬ若出现伤口渗血、撕裂、感染等情况ꎬ则予以

相应处理并观察ꎬ若严重影响训练ꎬ则退出研究ꎻ上述训练均为

双侧交替训练ꎮ
三、评定方法

治疗前和治疗 １２ 周后(治疗后)ꎬ采用臀肌挛缩症功能量

化评分评定 ２ 组患者的髋关节功能和步态ꎬ并进行疗效评价ꎬ
测量 ２ 组患者的双下肢功能长度之差ꎮ

１.臀肌挛缩症功能量化评分[９￣１０] :共 １５ 个项目ꎬ包括下肢

活动、髋关节症状、特殊体征和美观 ４ 个方面ꎬ最高分为 ３６ 分、
１８ 分、３０ 分和 １６ 分ꎬ满分 １００ 分ꎮ 得分<６０ 分ꎬ差ꎻ得分 ６０ ~
６９ 分ꎬ可ꎻ得分 ７０~８５ 分ꎬ良ꎻ得分>８５ 分ꎬ优ꎮ 优良率 ＝ [(优＋
良) /总例数]×１００％ꎮ

２.双下肢功能长度之差[２ꎬ４] :臀肌挛缩症术后患者的双下

肢绝对长度相等ꎬ当双下肢功能长度有明显差异时ꎬ会导致骨

盆倾斜ꎬ差异越明显ꎬ骨盆倾斜程度越严重ꎮ 患者取仰卧位ꎬ双
下肢置于中立位ꎬ采用皮尺分别测量脐中点到左右两侧内踝最

高点的长度ꎬ计算差值绝对值ꎮ
四、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版软件进行数据处理ꎮ 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ꎬ组内计量资料比较采用配对 ｔ 检验ꎬ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

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非参数比较采用秩和检验ꎮ Ｐ<０.０５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治疗前ꎬ２ 组患者臀肌挛缩症功能量化评分、双下肢功能长

度之差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治疗后ꎬ２ 组患者上

述评分均较组内治疗前改善(Ｐ<０.０５)ꎮ ＰＮＦ 组治疗后臀肌挛

缩症功能量化评分较对照组优异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０５)ꎮ 治疗后ꎬＰＮＦ 组患者的优良率为 ９２.８６％ꎬ对照组患者的

优良率为 ９２.５９％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２ 组患者治疗

后双下肢功能长度之差较组内治疗前减小(Ｐ<０.０５)ꎬ且 ＰＮＦ
组治疗后双下肢功能长度之差较对照组小(Ｐ< ０. ０５)ꎮ 详见

表 ２ꎬ表 ３ꎮ

表 ３　 ２ 组患者治疗前、后双下肢功能长度之差比较(ｃｍꎬｘ－±ｓ)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２７ ３.５２±１.０３ ０.６７±０.３１ａ

ＰＮＦ 组 ２８ ３.５９±１.１１ ０.３８±０.１７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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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治疗 １２ 周后ꎬＰＮＦ 组患者臀肌挛缩症功

能量化评分、疗效及双下肢功能长度之差均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ꎮ 提示 ＰＮＦ 技术能改善臀肌挛缩症患者术后的髋关节功

能及步态ꎬ减少骨盆倾斜程度ꎬ提高下肢运动功能ꎬ且疗效优于

常规康复训练ꎮ
有研究发现ꎬ随着臀肌挛缩症患者的挛缩组织生物力学性

质发生改变ꎬ挛缩带弹性下降和强度变大ꎬ臀部外上方的挛缩

组织会限制髋关节活动ꎬ导致髋关节屈曲、内收和内旋受限[１１] ꎮ
冯宗权等[１２]认为ꎬ随着臀肌组织挛缩进展ꎬ尤其是臀中肌和臀

小肌形成的挛缩带会牵拉同侧骨盆ꎬ并抬高对侧髂骨前外侧

端ꎬ即“缰绳作用”ꎬ若双侧均患有臀肌挛缩症ꎬ则严重一侧“缰
绳作用”更明显ꎬ且严重一侧下肢长度会增加ꎬ导致患者双下肢

功能长度不等长和骨盆倾斜ꎮ 肖进等[１１] 发现ꎬ为保持躯干平

衡ꎬ臀肌挛缩症患者脊柱会向下肢长度较短的一侧侧弯ꎬ使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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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凸侧肌群被拉长ꎬ凹侧肌群过度收缩ꎬ导致脊柱侧弯、骨盆倾

斜和躯干核心稳定性下降ꎮ 患者躯干和下肢的生物力学发生

改变ꎬ加之患者错误的行走经验[１３] ꎬ会使躯干和髋关节周围肌

群肌力不均衡ꎬ导致身体姿势和步态异常ꎮ
ＰＮＦ 技术主要是应用阻力、言语、扩散、强化、视觉、时序等

基本程序ꎬ通过刺激本体感觉ꎬ利用螺旋对角线运动模式和各

种操作技术ꎬ激活和募集运动肌纤维ꎬ促进肌肉收缩ꎬ增强肌力

和关节本体感觉ꎬ提高肢体稳定性和协调性ꎬ扩大关节活动

度[１４] ꎮ 多数学者认为ꎬ若无手术禁忌证ꎬ对于已确诊的臀肌挛

缩症患者应尽早予以手术和康复训练ꎮ 然而ꎬ通过手术彻底松

解挛缩组织只能矫正髋关节和骨盆的解剖位置ꎬ纠正髋关节被

动屈曲、内收、内旋受限和解剖位双下肢功能长度之差ꎬ但尚存

在骨盆主动运动和髋关节主动屈曲、内收和内旋不充分等问

题[１５￣１６] ꎮ 辛玉甫等[１７] 发现ꎬＰＮＦ 技术能激活患者的躯干核心

肌群和髋关节周围肌群ꎬ恢复躯干肌群肌力及耐力ꎮ 乐琳等[１８]

研究发现ꎬ采用 ＰＮＦ 技术躯干运动模式结合等张组合及稳定性

反转ꎬ能提高脑卒中患者的躯干运动控制能力和平衡功能ꎬ改
善患者躯干两侧肌肉的协调收缩能力ꎮ Ｓｔęｐｉｅń 等[１９]发现ꎬＰＮＦ
技术能改善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侧弯和躯干旋转能力ꎬ
协调躯干和骨盆的对称性ꎮ 本研究采用 ＰＮＦ 技术治疗臀肌挛

缩症术后患者ꎬ以多种方式刺激患者躯干、骨盆和髋关节本体

感觉ꎬ取得了满意疗效ꎮ
总之ꎬ臀肌挛缩症患者一经确诊ꎬ应尽早予以手术和术后

训练ꎬ术后除常规髋关节训练和步行训练外ꎬ还应辅以 ＰＮＦ 技

术来改善患者的躯干核心肌群能力和身体姿势ꎮ 值得注意的

是ꎬＰＮＦ 技术有多种特殊技术ꎬ在今后的研究中ꎬ还可将不同特

殊技术与运动模式相结合应用于臀肌挛缩症术后患者ꎬ观察其

疗效ꎮ 此外ꎬ为提高远期疗效ꎬ在患者出院后ꎬ还可设计一套针

对性的医疗体操ꎬ引导患者自我锻炼ꎬ从而进一步提高疗效、减
少复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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