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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观察动作观察疗法对帕金森病患者肢体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ꎮ 方法　 选

取符合标准的帕金森病患者 １２６ 例ꎬ按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ꎬ每组患者 ６３ 例ꎮ 对照组患者给

予常规神经内科药物治疗和常规康复治疗ꎬ常规康复训练每日治疗 １ 次ꎬ每次合计 ３ ｈꎬ每周治疗 ６ ｄꎬ连续

治疗 ８ 周ꎮ 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增加动作观察疗法ꎬ该疗法的具体步骤分为 １５ ｍｉｎ 观

看运动视频和 １５ ｍｉｎ 的模仿训练ꎬ每日 １ 次ꎬ每次 ３０ ｍｉｎꎬ每周治疗 ６ ｄꎬ连续治疗 ８ 周ꎮ 于治疗前和治疗 ８
周后(治疗后)采用 ＦＭＡ 运动功能量表(ＦＭＡ)、帕金森病综合评分量表的第三部分(ＵＰＤＲＳⅢ)、帕金森病

综合评分量表第二部分(ＵＰＤＲＳⅡ)和焦虑自评量表( ＳＡＳ)分别评估 ２ 组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总体运动

功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焦虑程度ꎮ 结果 　 治疗后ꎬ２ 组患者的 ＦＭＡ 评分、ＵＰＤＲＳⅢ评分和 ＵＰＤＲＳⅡ评

分与组内治疗前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且研究组的 ＳＤＳ 评分为(４０.２±４.５)分ꎬ与组内治疗

前比较ꎬ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ꎮ 治疗后ꎬ研究组的 ＦＭＡ 评分、ＵＰＤＲＳⅢ评分、ＵＰＤＲＳⅡ评分和

ＳＡＳ 评分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结论　 动作观察疗法可显著改善帕金森病

患者的运动能力、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焦虑情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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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金森病属于临床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之一ꎬ多发于

老年人群ꎬ主要伴随有肌肉震颤和运动障碍等临床症状ꎬ其患

者的脑部功能亦存在一定程度的障碍[１] ꎮ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

度的不断推进ꎬ帕金森病越来越受到临床医师的关注[２] ꎮ 目

前ꎬ帕金森病的发病机制尚未阐明ꎬ也无明确的根治方法ꎬ因
此ꎬ其患者出院后的康复训练方案对于延缓病情、提升患者肢

体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３￣４] ꎮ 动作观察疗

法是基于镜像神经元系统发展起来的一种康复治疗方式ꎬ有
研究发现ꎬ动作观察疗法可有效地改善脑卒中患者的上肢运

动功能ꎬ提示该方案对脑部损伤患者的运动功能具有一定的

改善作用[５￣６] ꎮ 本研究采用动作观察疗法对 ６３ 例帕金森病患

者进行了干预ꎬ取得了满意疗效ꎮ 报道如下ꎮ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符合«２０１７ 中国血管性帕金森综合征诊断与

治疗专家共识»中帕金森病的诊断标准[７] ꎻ②改良 Ｈｏｅｈｎ￣Ｙａｈｒ
(Ｈ￣Ｙ)临床分期为 １.５~ ３ 期[８] ꎻ③年龄≥５０ 岁ꎻ④签署知情同

意书ꎮ

排除标准: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肺 间质性

疾病、肺部手术史、近 １ 个月内有肺部感染等呼吸系统疾病

史ꎬ以及有呼吸困难、喘憋等呼吸系统不适主诉ꎻ②冠心病或

心功能不全ꎻ③因脑血管病、脑外伤、颅内炎症等神经系统疾

病导致的继发性帕金森综合征ꎻ④认知功能障碍致不能配合

检查和训练ꎻ⑤合并其它神经系统病变、身体条件无法完成测

试或治疗等ꎮ
选取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在宁波市康复医院神

经康复科住院治疗且符合上述标准的帕金森病患者 １２６ 例ꎬ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ꎬ每组患者 ６３ 例ꎮ
２ 组患者的性别、平均年龄、平均病程、学历分布和 Ｈｏｅｈｎ￣
Ｙａｈｒ 分期等一般资料组间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ꎬ具有可比性(表 １) ꎮ 本研究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审

查同意ꎮ
二、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神经内科药物治疗和常规康复治

疗ꎬ常规康复训练内容包括神经发育疗法、关节活动训练和功

能性电刺激ꎬ每日治疗 １ 次ꎬ每次合计 ３ ｈꎬ每周治疗 ６ ｄꎬ连续

治疗８ 周ꎮ

表 １　 ２ 组患者一般资料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 女
平均年龄
(岁ꎬｘ－±ｓ)

平均病程
(年ꎬｘ－±ｓ)

学历分布(例)
高中及以下 大专及以上

Ｈｏｅｈｎ￣Ｙａｈｒ 分期(例)
２ 期 ３ 期

对照组 ６３ ３５ ２８ ６８.２±８.３ ４.２±２.０ ２４ ３９ ３７ ２６
研究组 ６３ ３２ ３１ ６７.８±９.１ ４.３±１.９ ２５ ３８ ３５ ２８

４２５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第 ４４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２ꎬ Ｖｏｌ. ４４ꎬ Ｎｏ.６



　 　 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增加动作观察疗

法ꎬ该疗法的具体步骤分为 １５ ｍｉｎ 观看运动视频和 １５ ｍｉｎ 的

模仿训练ꎬ要求患者先仔细观看视频中模特的动作ꎬ并告知患

者在看完后需进行模仿训练ꎮ 训练动作包括:肩关节前屈、后
伸、外展、内收、外旋ꎻ肘关节屈曲、伸展ꎻ腕关节屈曲、伸展ꎻ前
臂旋前、旋后ꎻ翘大拇指、抓和放各种物体ꎻ髋关节和膝关节的

控制性训练、踝背屈训练、下肢负重训练、坐站训练等ꎮ 所有

动作均由同一模特演示ꎬ视频时长为 １５ ｍｉｎꎮ 要求患者完整

观看完成 １ 次视频后ꎬ再参照视频内容尽最大努力进行模仿

训练ꎮ 动作观察疗法每日１ 次ꎬ每次 ３０ ｍｉｎꎬ每周治疗 ６ ｄꎬ连
续治疗 ８ 周ꎮ

三、疗效评价标准

于治疗前和治疗 ８ 周后(治疗后)采用 ＦＭＡ 运动功能量

表(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ＦＭＡ)、帕金森病综合评分量表的第

三部分(ｕｎｉｆｉｅｄ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ａｒ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ⅢꎬＵＰＤＲＳⅢ)、
帕金森病综合评分量表第二部分(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ａｒ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Ⅱꎬ ＵＰＤＲＳⅡ)和焦虑自评量表(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ｃａｌｅꎬＳＡＳ)分别评估 ２ 组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总体运动功

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焦虑程度ꎮ
１. ＦＭＡ 评分[９] :该量表包括上肢部分和下肢部分ꎬ共 ５０

项条目ꎬ满分为 １００ 分ꎬ分数越高则患者的肢体功能越好ꎮ
２. ＵＰＤＲＳⅢ评分 [１０] :该量表包括 １４ 项条目ꎬ包括语言、

面部表情、静止性震颤、手的动作震颤或姿势震颤、肌僵直、
手指捏合、手的运动功能、手的快速交替运动、膝关节屈曲

状态下腿的灵活度、从有扶手的椅子起立、姿势、步态、姿势

的稳定性、身体的动作缓慢和动作减少等ꎬ每项的最差评分

为 ４ 分ꎬ总分为 ５６ 分ꎬ分值越高则表示患者的运动功能

越差ꎮ
３. ＵＰＤＲＳⅡ评分[１０] :该量表包括 １３ 项条目ꎬ包括语言、

流涎、吞咽、书写、使筷子、穿衣、清洁、床上翻身、摔倒、行走时

僵硬、行走、震颤、与帕金森氏病有关的感觉异常等ꎬ每项的最

差评分为 ４ 分ꎬ总分为 ５２ 分ꎬ分值越高则患者的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越差ꎮ
４. ＳＡＳ 评分[１１] :该量表包含 ２０ 个项目ꎬ采用 ４ 级评分ꎬ１、

２、３、４ 级分别计为 １、２、３、４ 分ꎬ最终得分×１.２５ 为总分ꎬ总得

分越高则焦虑程度也越高ꎮ
四、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版进行统计分析ꎬ计量数据以(ｘ－±ｓ)表示ꎬ
采用 ｔ 检验ꎻ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结　 　 果

治疗前ꎬ２ 组患者的 ＦＭＡ 评分、ＵＰＤＲＳⅢ评分、ＵＰＤＲＳⅡ
评分和 ＳＡＳ 评分组间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治疗后ꎬ２ 组患者的 ＦＭＡ 评分、ＵＰＤＲＳⅢ评分和 ＵＰＤＲＳⅡ评

分与组内治疗前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且研究

组的 ＳＤＳ 评分与组内治疗前比较ꎬ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ꎮ 治疗后ꎬ研究组的 ＦＭＡ 评分、ＵＰＤＲＳⅢ评分、ＵＰＤＲＳ
Ⅱ评分和 ＳＡＳ 评分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ꎬ详见表 ２ꎮ

表 ２　 ２ 组患者各项功能评分比较(分ꎬｘ－±ｓ)

组别　 例数 ＦＭＡ
评分

ＵＰＤＲＳⅢ
评分

ＵＰＤＲＳⅡ
评分

ＳＡＳ
评分

对照组

　 治疗前 ６３ ４０.３±３.１ ４７.９±５.３ ４３.６±４.９ ４６.３±６.２
　 治疗后 ６３ ５０.５±３.８ａ ３８.１±４.４ａ ３７.１±３.２ａ ４７.２±４.７
研究组

　 治疗前 ６３ ４２.４±２.９ ４８.２±４.７ ４４.１±４.５ ４５.７±５.４
　 治疗后 ６３ ７３.２±４.１ａｂ ２０.５±３.６ａｂ １９.３±３.５ａｂ ４０.２±４.５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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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规神经内科药物疗法和常规康复

治疗的基础上ꎬ增加运动观察疗法治疗 ８ 周后ꎬ帕金森病患者

的 ＦＭＡ 评分和 ＵＰＤＲＳⅢ评分均显著改善(Ｐ<０.０５)ꎮ 该结果

提示ꎬ动作观察疗法可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和

总体运动功能ꎮ 有研究指出ꎬ与传统的康复治疗方案相比ꎬ基
于镜像神经元原理的动作观察疗法不仅可以显著改善脑卒中

患者的运动功能ꎬ还可有效地提升其认知功能和运动学习能

力[１２￣１３] ꎮ 因此ꎬ本课题组认为ꎬ动作观察疗法亦可能通过改善

帕金森病患者的认知功能和运动学习能力来改善患者的肢体

运动功能ꎮ 另外ꎬ帕金森病患者常合并不同程度的肢体运动

障碍ꎬ且还可能伴随有不同程度的脑部神经损伤ꎮ 有研究指

出ꎬ运动观察疗法可改善脑卒中患者偏瘫侧肢体的体感诱发

电位[１４] ꎬ据此ꎬ本课题组认为ꎬ本研究中ꎬ帕金森病患者总体

运动功能的改善亦可能与动作观察疗法对其运动诱发电位的

改善有关ꎮ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ꎬ治疗 ８ 周后ꎬ研究组患者的 ＵＰＤＲＳⅡ

评分较组内治疗前和对照组治疗后均显著改善(Ｐ<０.０５)ꎬ该
结果提示ꎬ将动作观察疗法可显著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ꎮ 研究发现ꎬ动作观察与动作的执行联系紧密ꎬ
在临床应用中有重要意义ꎬ依据动作观察的激活机制和运动

学习理论分析认为ꎬ进行动作观察后再进行相同内容的练习ꎬ
可能会增强动作的执行能力[１５] ꎮ 在本研究中ꎬ患者观看动作

视频并进行模仿ꎬ可以看作是运动的激活ꎬ对后续治疗性活动

的完成起到了促进作用ꎻ同时ꎬ本研究对动作观察内容的设计

更贴近日常生活ꎬ与作业治疗内容相匹配ꎬ使得患者的训练更

具针对性ꎬ目标也更具体ꎬ因此对帕金森病患者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的促进作用也更为显著ꎮ
在本研究中ꎬ治疗 ８ 周后ꎬ研究组患者的 ＳＡＳ 评分较组内

治疗前和对照组治疗后均显著改善(Ｐ<０.０５)ꎬ该结果提示ꎬ动
作观察疗法可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焦虑情绪ꎮ 本课题组推

测ꎬ可能的原因是ꎬ动作观察疗法可根据患者的运动情况制定

个性化的运动方案ꎬ更具针对性ꎬ使患者参与治疗时更加积

极ꎻ同时ꎬ随着患者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的提升ꎬ其负

面情绪也随之改善ꎬ促进了焦虑情绪的缓解[１６￣１７] ꎮ
综上所述ꎬ在常规神经内科药物疗法和常规康复治疗的

基础上增加动作观察疗法可显著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运动能

力、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焦虑情绪ꎬ值得临床推广ꎮ

参　 考　 文　 献

[１] 商梦晴ꎬ万志荣ꎬ冯涛ꎬ等.帕金森病调查问卷在帕金森高危人群筛

５２５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第 ４４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２ꎬ Ｖｏｌ. ４４ꎬ Ｎｏ.６



查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析 [ Ｊ] .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ꎬ
２０１６ꎬ１８(１０):１０７３￣１０７６.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０１２６.２０１６.１０.
０１８.

[２] 陈虹宇ꎬ宋宇ꎬ付宪秋ꎬ等.居家帕金森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与

疲劳状况的相关性分析[Ｊ]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２２(３):３５０￣
３５２.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２９０７.２０１６.０３.０１３.

[３] 李瑞云.家属同步健康教育对帕金森病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Ｊ] .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２２(１８):２６２５￣２６２９.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２９０７.２０１６.１８.０３０.

[４] 霍青ꎬ柳琳ꎬ李强ꎬ等.水木和宁方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生活质量的研

究[Ｊ] .环球中医药ꎬ２０１６ꎬ９(１２):１５５３￣１５５５.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４￣１７４９.２０１６.１２.０３９.

[５] 王晶ꎬ曾明ꎬ金敏敏ꎬ等.运动观察疗法对亚急性期脑梗死后上肢功

能障碍患者上肢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Ｊ] .中华

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３９(７):５０３￣５０６.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１７.０７.００５.

[６] 沈芳ꎬ刘虎ꎬ顾旭东ꎬ等.动作观察疗法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上肢运

动功能恢复的影响[Ｊ]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３９(３):
１８４￣１８８.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６.

[７] 王丽娟ꎬ张玉虎. 中国血管性帕金森综合征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

[Ｊ] .中华神经科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５０(５):３２６￣３３１.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７８７６.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３.

[８] Ｇｏｅｔｚ ＣＧꎬ Ｐｏｅｗｅ Ｗꎬ Ｒａｓｃｏｌ Ｏꎬ ｅｔ 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ｅｈｎ ａｎｄ Ｙａｈｒ ｓｔａｇ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
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Ｊ] .Ｍｏｖ Ｄｉｓｏｒｄꎬ２００４ꎬ１９(９):１０２０￣１０２８.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２ /
ｍｄｓ.２０２１３.

[９] 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 Ｄ Ｊꎬ Ｄａｎｅｌｌｓ Ｃ Ｊꎬ Ｂｌａｃｋ ＳＥ. Ｔｈｅ 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ｔｏ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ｒｏｋｅ: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ｔ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
ｔｉｅｓ[Ｊ] . Ｎｅｕｒｏｒｅｈａｂｉ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Ｒｅｐａｉｒꎬ２００２ꎬ１６(３):２３２￣２４０.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７７ / １５４５９６８０２４０１１０５１７１.

[１０] 龚艳ꎬ刘春风.伴日间嗜睡帕金森病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分析[Ｊ] .中华内科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５５(７):５１５￣５１９.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ｉｓｓｎ.０５７８￣１４２６.２０１６.０７.００６.

[１１] 张佳媛ꎬ周郁秋ꎬ张全志ꎬ等.正念减压疗法对乳腺癌患者知觉压力

及焦虑抑郁水平的影响[Ｊ] .中华护理杂志ꎬ２０１５ꎬ５０(２):１８９￣１９３.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１ / 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７６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４.

[１２] 庄卫生ꎬ钱宝延ꎬ蔡西国等.基于镜像神经元理论的动作观察疗法

对脑卒中患者脑功能重组的影响[ Ｊ]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志ꎬ
２０１７ꎬ３９(８):６０４￣６０８.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１７.０８.
０１１.

[１３] 王春苑ꎬ梁群林ꎬ崔尧ꎬ等.基于镜像神经元理论的动作观察疗法对

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Ｊ] .中华

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ꎬ２０１５ꎬ３７ ( １):２９￣３１. ＤＯＩ: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７.

[１４] 李弯月ꎬ尚亚茹ꎬ钱宝延ꎬ等.动作观察疗法治疗脑卒中后上肢功能

障碍的 Ｍｅｔａ 分析[ Ｊ]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ꎬ２０２１ꎬ４３(９):
８４４￣８４７.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２１.０９.０１８

[１５] 肖少华ꎬ谢凌锋ꎬ代菁ꎬ等.动作观察配合作业治疗对脑卒中患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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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２０１９ꎬ４１( ９):６６８￣６７０.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 ０２５４￣１４２４. ２０１９.
０９.００６

[１６] 许继旭ꎬ缪亚萍ꎬ朱朦ꎬ等.基于镜像神经元理论的运动观察方案对

脑卒中患者上肢康复与生活质量的影响[ Ｊ] .心血管康复医学杂

志ꎬ２０１６ꎬ２５(５):４７４￣４７７.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００７４.２０１６.０５.
０６.

[１７] 郝静ꎬ李萌.强制性运动方案对脑卒中偏瘫上肢功能障碍患者的疗

效[Ｊ] .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ꎬ２０１６ꎬ１１(１):８４￣８５.ＤＯＩ:１０.１６７８０ / ｊ.
ｃｎｋｉ.ｓｊｓｓｇｎｃｊ.２０１６.０１.０２８.

(修回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２３)
(本文编辑:阮仕衡)

外刊撷英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ｂａｒｉｃ ｏｘｙｇｅ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ｏｎｏｘｉｄｅ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Ｈａｎ Ｓꎬ Ｎａｈ Ｓꎬ Ｃｈｏｉ Ｓꎬ ｅｔ ａｌ. Ａｍ Ｊ Ｅｍｅｒｇ Ｍｅｄꎬ ２０２１ꎬ ４４:１３２￣１３６.】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ｙｐｅｒｂａｒｉｃ ｏｘｙｇｅｎ (ＨＢＯ)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ｍａｙ ｂｅ ａ ｕｓｅｆｕ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ｓｅ￣
ｑｕｅｌａｅ (ＤＮ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ｏｎｏｘｉｄｅ (ＣＯ)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ｃｌｅａｒ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ＨＢＯ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Ｈｅｒｅꎬ ｗ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ＮＳ ａｆｔｅｒ ３ ａｎｄ > ３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ＢＯ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ＣＯ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 ２９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ｏｂ￣
ｔａｉｎｅｄ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ｉｅｓꎬ ｖｉｔａｌ ｓｉｇｎｓꎬ ａｎｄ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ｙ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３ ｏｒ > ３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ＢＯ ｔｈｅｒａｐｙ (３ ＨＢＯ ｖｓ. >３ ＨＢＯ). Ａ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ｂｏｔ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９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ＣＯ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ꎬ １８３ (５９.０％)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ａｇｅ < １８ ｙｅａｒｓꎬ ｎｏｔ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ＨＢＯ ｔｈｅｒａｐｙꎬ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ｄｖｉｃｅꎬ ａｎｄ ｌｏｓｓ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ａｓ １７.５％. Ｔｈｅ >３ ＨＢＯ ｇｒｏｕｐ ｈａｄ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３ ＨＢＯ
ｇｒｏｕｐ (３６.３％ ｖｓ. １６.３％ꎻ Ｐ＝ ０.０９).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ＤＮＳ (３１.３％ ｖｓ. ２８.１％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ｌｙꎻ Ｐ>０.９９).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ｎｅｅ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ＨＢＯ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ＣＯ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ｓｈｏｗｅｄ ｎ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３ ａｎｄ > ３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ＢＯ ｔｈｅｒａｐｙ.

６２５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第 ４４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２ꎬ Ｖｏｌ. ４４ꎬ Ｎｏ.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