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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基于姿势解密技术的手法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
步行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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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观察基于姿势解密技术的手法治疗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步行功能的影响ꎮ 方法　 采用

随机数字表法将 ４０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ꎬ每组 ２０ 例ꎮ ２ 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干预ꎬ
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辅以基于姿势解密技术的手法治疗ꎮ 于治疗前、治疗 ３ 周后对 ２ 组患者进行疗效评

定ꎬ通过测量患侧肩胛骨内上角到胸 ２ 棘突的垂直距离评估患者肩高度ꎬ通过测量患侧骨盆倾斜角度评估

患者骨盆位置变化情况ꎬ采用 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 运动功能量表下肢部分(ＦＭＡ￣ＬＥ)评估患者下肢运动功能ꎬ采用

“起立￣行走”计时测试(ＴＵＧＴ)评估患者步行能力ꎬ应用步态分析系统评测患者步长(患侧)及步频变化情

况ꎮ 结果　 治疗后 ２ 组患者患侧肩高度、下肢 ＦＭＡ 评分、骨盆倾斜角度、ＴＵＧＴ 及患侧步长、步频均较治疗

前明显改善(Ｐ<０.０５)ꎬ并且观察组患侧肩高度[(２.８５±２.７１)ｍｍ]、下肢 ＦＭＡ 评分[(２７.０５±３.０１)分]、骨盆

倾斜角度[(１３.３５±３.０９)°]、ＴＵＧＴ[(１５.５５±４.４０)ｓ]及患侧步长[(４８.７５±７.６６) ｃｍ /步]亦显著优于对照组

患者ꎮ 结论　 在常规康复干预基础上辅以姿势解密技术手法治疗ꎬ能进一步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的步行

功能ꎮ
【关键词】 　 姿势解密技术ꎻ　 脑卒中ꎻ　 偏瘫ꎻ　 步行功能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２３.０８.００７

　 　 随着社会逐渐步入老龄化ꎬ脑卒中患者数量呈持续增长

态势[１] ꎬ在脑卒中幸存者中ꎬ约 ７５％的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后

遗症[２] ꎬ其中尽快恢复步行功能是脑卒中患者最迫切的康复

目标之一[３] ꎮ 脑卒中后偏瘫患者由于中枢神经系统受损ꎬ出
现肌力下降、肌张力异常、运动反应迟缓等ꎬ常导致异常步行

模式ꎮ 目前临床针对脑卒中偏瘫患者的康复训练多侧重于躯

干及肢体功能的恢复ꎬ缺乏对患者整体姿势的评估及干预ꎮ

姿势解密技术是以患者中立位姿势为切入点ꎬ在整体姿势

评估基础上对相应关节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ꎬ包括矫正关节异

常对线( ｒｅｓｅｔｔｉｎｇ ｊｏｉｎｔ ｍａｌ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ꎬＲＪＭ)、矫正异常肌肉功能

(ｒｅ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ꎬＲＡＭ)、恢复关节稳定性 ( ｒｅｓｅｔｔｉｎｇ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ＲＪＳ) 及恢复感觉运动控制 ( ｒｅｓｅｔｔｉｎｇ ｓｅｎｓｏｒｙ
ｍｏｔ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ＲＳＭＣ)ꎬ即该技术的核心—４Ｒ 技术[４] ꎮ 本研究采

用基于姿势解密技术的手法治疗脑卒中后偏瘫患者ꎬ并观察治

６０７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第 ４５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３ꎬ Ｖｏｌ. ４５ꎬ Ｎｏ.８



疗后患者步行功能变化情况ꎬ发现康复疗效满意ꎮ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经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学委员会审批(ＱＹＦＹＫＹ￣
ＬＬ９２３９１１９２１)ꎮ 患者纳入标准包括:①均符合«中国各类主要

脑血管病诊断要点 ２０１９»关于脑卒中的诊断标准[５] ꎬ为单侧脑

卒中ꎻ②病程≥１ 个月ꎬ下肢肌张力改良 Ａｓｈｗｏｒｔｈ 评级为 ２ 级或

以下ꎻ③无认知功能障碍ꎬ可全程配合康复治疗ꎬ简易精神状态

检查量表(ｍｉｎ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ＭＭＳＥ)评分≥２０ 分[６] ꎻ
④无严重皮肤破溃、新发骨折等其他影响康复治疗的并发症ꎻ
⑤患者对本研究知晓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患者排除标准包括:
①伴有严重心、肝、肺、肾等重要器官功能障碍ꎬ心肺功能较差

等ꎻ②病程超过 １ 年ꎮ 本研究选取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期间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治疗并符合上述纳

入标准的 ４０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采用随机数字

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ꎬ每组 ２０ 例ꎮ ２ 组患者一般资料

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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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治疗方法

２ 组患者均施以常规康复干预ꎬ包括下肢关节松动训练、关
节活动度训练、肌力训练、患侧肢体负重训练、重心转移训练、
平衡功能训练、步行功能训练以及异常步态纠正训练等ꎮ 对照

组每天治疗 ５０ ｍｉｎꎬ观察组每天治疗 ４０ ｍｉｎꎬ２ 组患者均每天治

疗 １ 次ꎬ每周治疗 ５ ｄꎬ连续治疗 ３ 周ꎮ 观察组患者在上述基础

上辅以姿势解密技术治疗ꎬ共包括 ２ 部分内容ꎬ具体治疗方法

如下ꎮ
１.姿势评估:分别观察患者在站立位和坐位时头、颈、躯干

的位置ꎬ找出偏离中立位姿势的关键点ꎮ 若发现患者在两种体

位下姿势明显不同ꎬ可从患者骨盆及下肢着手治疗ꎬ反之则从

脊柱、肩胛骨及上肢开始治疗ꎮ
２.手法治疗:本研究以左侧偏瘫且因骨盆倾斜导致姿势

异常的卒中患者为例ꎮ 由于左侧偏瘫患者易引起腰椎左侧

屈ꎬ在俯卧位时同一节段腰椎横突右侧高于左侧ꎬ左侧髂前

上棘高于右侧ꎬ且髂后上棘左侧低于右侧ꎬ左髋臼位置向后

内上方改变ꎮ 具体手法操作如下:①矫正关节对位对线———
患者保持右侧卧位ꎬ左侧下肢屈髋屈膝ꎬ治疗师位于患者前

方ꎬ左手固定患者左侧髂后上棘ꎬ同时前臂固定患者髂骨ꎬ
右手固定患者髂前上棘ꎬ右手向后、左前臂、左手向前ꎬ辅助

患者左侧髂骨练习旋前纠正动作ꎻ患者保持俯卧位ꎬ垂直按

压右侧高于左侧的腰椎横突部分ꎬ以矫正腰椎旋转ꎻ患者保

持坐位ꎬ治疗师位于其右侧ꎬ用左手由右向左方向对患者腰

椎进行剪切运动ꎬ同时右手由左向右方向进行牵拉ꎻ再次评

估直至患者恢复中立位姿势ꎬ并嘱患者维持中立位姿势 ５ ~

１０ ｓꎻ②矫正异常肌肉功能———对患者短缩的肌肉(如竖脊

肌、腰方肌、腹肌、腘绳肌、阔筋膜张肌等)进行牵伸ꎬ对被拉

长的肌肉(如竖脊肌、腰方肌、背阔肌、股四头肌、内收肌群

等)进行肌力培养ꎻ③强化局部肌肉力量———如利用平衡

板、平衡垫、悬吊等手段提供不稳定平面ꎬ增强患者关节的

主动稳定性ꎻ④嘱患者尽量维持纠正后姿势ꎬ以促其感觉运

动控制能力恢复ꎮ 上述治疗每次持续 １０ ｍｉｎꎬ每天治疗 １
次ꎬ每周治疗 ５ ｄꎬ连续治疗 ３ 周ꎮ

三、疗效评估方法

于治疗前、治疗 ３ 周后对 ２ 组患者进行疗效评估ꎬ具体评定

内容包括以下方面ꎮ
１.肩高度测量:测量时患者取坐位ꎬ双上肢自然垂于躯干两

侧ꎬ分别标记患侧肩胛骨内上角及胸 ２ 棘突位置ꎬ测量其垂直

距离(即肩高度) [７] ꎮ
２. 骨盆倾斜角度测量:即髂前上棘(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ｉｌｉａｃ

ｓｐｉｎｅꎬＡＳＩＳ)与髂后上棘(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ｉｌｉａｃ ｓｐｉｎｅꎬＰＳＩＳ)间的

夹角[８] ꎬ其正常范围为(１１±４)° [９] ꎮ 测量时患者保持站立位ꎬ找
出 ＡＳＩＳ 及 ＰＳＩＳ 并做标记ꎬ通过 Ｋｉｎｏｖｅａ(０.８.１５)软件测量其夹

角[１０] ꎮ 测量值在正常范围的患者标记为 １ꎬ非正常范围患者标

记为 ０ꎬ将治疗后骨盆倾斜角度由非正常范围转为正常范围的

患者占比记为 ＡＳＩＳ 与 ＰＳＩＳ 夹角的治愈率ꎮ
３.下肢运动功能评定:选用 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 运动功能量表下肢

部分 ( 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ｌｏｗ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ꎬ ＦＭＡ￣ＬＥ) 进行评

定ꎬ该量表评定内容共有 １７ 项ꎬ满分 ３４ 分ꎬ得分越高表示患者

下肢运动功能越好[１１] ꎮ
４.步行功能评定:采用起立￣行走计时测试( ｔｉｍｅｄ ｕｐ ｔｏ ｇｏ

ｔｅｓｔꎬＴＵＧＴ)评估患者步行移动能力情况ꎬ计时越短表示患者步

行功能越好[１２] ꎮ
５.步态评定:选用广州产 Ａ７￣２ 型步态智能分析系统ꎬ通过

３Ｄ 步态还原模块对患者步态参数进行定量分析ꎬ具体分析指标

包括步长[１３]及步频[１４] ꎮ
四、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版统计学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ꎬ计
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计量资料以(ｘ－±ｓ)表
示ꎬ组内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ｔ 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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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结　 　 果

一、治疗前、后 ２ 组患者患侧肩高度比较

治疗前 ２ 组患者患侧肩高度(即肩胛骨内上角与胸 ２ 棘突

间的垂直距离)绝对值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治疗

后 ２ 组患者患侧肩高度绝对值均较治疗前明显减小(Ｐ<０.０５)ꎬ
并且观察组患侧肩高度绝对值亦较对照组明显减小(Ｐ<０.０５)ꎬ
具体数据见表 ２ꎮ

表 １　 入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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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卒中类型(例)

脑出血 脑梗死
病程(月ꎬｘ－±ｓ) 偏瘫侧别(例)

左侧 右侧
观察组 ２０ ８ １２ ５５.５±９.２ １３ ７ ８.４±１.７ １１ ９
对照组 ２０ ７ １３ ５４.２±１０.３ １２ ８ ８.２±１.９ ７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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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治疗前、后 ２ 组患者患侧肩高度绝对值比较

(ｍｍꎬｘ－±ｓ)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２０ ８.７５±３.６７ ２.８５±２.７１ａｃ

对照组 ２０ ８.４５±３.０４ ６.１５±２.６９ｂ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ꎬａＰ < ０. ０１ꎬｂＰ < ０.０５ꎻ与对照组治疗后比

较ꎬｃＰ<０.０１

二、治疗前、后 ２ 组患者下肢 ＦＭＡ 评分、ＴＵＧＴ、步频及步长

比较

治疗前 ２ 组患者下肢 ＦＭＡ 评分、ＴＵＧＴ、步频及步长组间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治疗后 ２ 组患者上述各项指标

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Ｐ<０.０５或 ０.０１)ꎻ通过进一步组间比较发

现ꎬ治疗后观察组患者下肢 ＦＭＡ 评分、ＴＵＧＴ 及步长亦显著优

于对照组水平(Ｐ<０.０５或 ０.０１)ꎬ具体数据见表 ３ꎮ
三、治疗后 ２ 组患者 ＡＳＩＳ 与 ＰＳＩＳ 夹角及其治愈率比较

２ 组患者经治疗 ３ 周后ꎬ发现观察组患者 ＡＳＩＳ 与 ＰＳＩＳ 夹

角较对照组明显减小(Ｐ<０.０５)ꎬ其治愈率亦显著优于对照组水

平(Ｐ<０.０５)ꎬ具体数据见表 ４ꎮ

讨　 　 论

本研究显示ꎬ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肩高度、下肢 ＦＭＡ 评分、
ＴＵＧＴ、患侧步长均较治疗前及对照组明显改善ꎬ并且骨盆倾斜

角度恢复正常患者占比亦显著优于对照组水平ꎬ表明在常规康

复干预基础上辅以姿势解密技术手法治疗能进一步改善脑卒

中偏瘫患者的步行功能ꎮ
脑卒中偏瘫患者肢体功能恢复涉及神经可塑性、运动再学

习等较复杂的神经机制ꎬ且恢复过程持续时间较长ꎬ因此患者

会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姿势异常[１５] ꎮ 若人体长时间处于错误姿

势状态ꎬ大脑会形成对错误姿势的“记忆”及“认知”ꎬ从而缺乏

对运动的正确控制[４] ꎮ 当关节处于或接近中立位置时ꎬ人体能

维持正常姿势ꎬ且此时各个关节的活动范围最佳ꎬ关节腔内压

力最小ꎬ肌肉处于最适长度ꎬ能在机体耗能相对较小的情况下

执行各项活动[１６￣１７] ꎮ Ｇｅｎｄａ 等[１７] 研究表明应用整体观念对人

体各关节中立姿势进行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ꎬ能改善处于非中

立状态下患者的关节及肌肉功能ꎬ避免过度运动代偿的发生ꎬ
可有效提升康复疗效ꎮ

姿势解密技术在治疗过程中ꎬ依照姿势评估结果逐步纠正

患者的关节异常对线ꎬ有助于恢复关节被动稳定性ꎮ 通过牵伸

短缩肌肉增加肌节数量ꎬ能恢复肌肉柔韧性ꎻ通过局部肌肉强

化训练能增强关节的主动稳定性ꎬ促使关节的位置及肌肉各项

功能趋于正常ꎬ有利于脑卒中偏瘫患者步行功能恢复ꎻ同时姿

势解密技术治疗还能提高患者的感觉统合功能ꎬ增强对正确姿

势的认知ꎬ逐步纠正错误姿势并反馈到大脑ꎬ能促使运动控制

功能恢复ꎬ而运动控制能力对于脑卒中偏瘫患者步行功能改善

具有重要作用[１８] ꎮ
脑卒中偏瘫患者在步行时ꎬ由于患侧骨盆位置异常抬高ꎬ

加上腹肌、臀肌肌力减弱及竖脊肌、屈髋肌等异常激活ꎬ导致患

者骨盆倾斜角度发生改变ꎮ 而骨盆位置对机体步速、步频及步

长等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ꎬ通过对异常骨盆倾斜角度进行矫

正ꎬ可有效提升脑卒中偏瘫患者步行功能[９] ꎮ 正确的骨盆位置

还可以保障人体在空间方面的稳定性与定向性ꎬ提高姿势控制

能力ꎬ而良好的姿势控制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平衡及步行功能恢

复均有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２０] ꎮ 本研究采用姿势解密技术对

脑卒中偏瘫患者进行干预ꎬ通过矫正患者异常骨盆倾斜角度ꎬ
为其步行过程中的骨盆活动提供了空间ꎬ增强了骨盆周围肌肉

协调收缩能力ꎬ同时还改善了患者腰椎及下肢的应力分布ꎬ从
而有效提高患者步行功能[１９] ꎮ

脑卒中患者因上肢屈曲等异常动作常出现肩高度改变ꎬ
诱发肩关节复合体(包括胸锁关节、肩锁关节、肩胛胸壁关节

及盂肱关节)异常运动模式[７] ꎮ 这主要是由于脑卒中患者常

伴有偏瘫侧肢体肌张力异常、肌力失衡和关节活动度减小等异

常改变ꎬ导致胸椎后凸、侧屈、腰椎侧屈、旋转、骨盆倾斜及脊柱

侧弯等各种代偿姿势[２１￣２２] ꎬ尤其是胸椎后凸、侧屈能影响患者

肩胛骨周围肌肉、韧带的长度ꎬ使肩关节复合体出现异常对位

对线ꎬ患者在步行时上肢无法协调摆动ꎬ进而影响其步行功能ꎮ

表 ３　 治疗前、后 ２ 组患者下肢 ＦＭＡ 评分、ＴＵＧＴ、步频及步长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下肢 ＦＭＡ 评分
(分) ＴＵＧＴ(ｓ) 步长(ｃｍ / 步) 步频(步 / ｍｉｎ)

观察组

　 治疗前 ２０ １９.４５±２.８２ ２２.３３±７.９０ ３９.９５±８.２３ ７４.２０±１１.５２
　 治疗后 ２０ ２７.０５±３.０１ａｃ １５.５５±４.４０ａｃ ４８.７５±７.６６ａｄ ８９.６６±９.１７ａ

对照组

　 治疗前 ２０ １９.９５±３.１９ ２３.８７±７.４１ ３７.３５±８.２５ ７５.０３±１０.７３
　 治疗后 ２０ ２２.５５±２.７７ｂ １９.３１±５.９５ｂ ４４.１５±７.８７ｂ ８４.８７±１０.７８ａ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ꎬａＰ<０.０１ꎬｂＰ<０.０５ꎻ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ꎬｃＰ<０.０１ꎬｄＰ<０.０５

表 ４　 治疗前、后 ２ 组患者 ＡＳＩＳ 与 ＰＳＩＳ 夹角及其治愈率比较

组别 例数
ＡＳＩＳ 与 ＰＳＩＳ 夹角(°ꎬｘ－±ｓ)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不正常

例数(例)
治疗后恢复正常

例数(例) 治愈率(％)

观察组 ２０ ２４.４５±５.５０ １３.３５±３.０９ａｂ １７ １５ ８８.２４ｂ

对照组 ２０ ２３.２５±５.９５ １７.１０±４.９９ａ １５ ７ ４６.６７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ꎬａＰ<０.０５ꎻ与对照组相同指标比较ꎬｂ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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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观察组患者经治疗后ꎬ发现其肩高度较对照组更趋于正

常ꎬ其步行功能亦显著优于对照组ꎮ 相关治疗机制包括:姿势

解密技术通过矫正肩关节复合体异常对位对线ꎬ使其逐步回归

中立位置ꎬ能有效协助患者步行过程中上肢摆动ꎻ而上肢摆动

训练能刺激上肢肌肉ꎬ增强机体反馈调节功能ꎬ进而改善行走

质量ꎻ又或是上肢摆动能激活上、下肢功能间的耦联机制ꎬ促使

下肢反射活动出现ꎬ从而提高患者步行功能[２３￣２４] ꎮ 本研究 ２ 组

患者治疗后步频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ꎬ但组间差异仍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ꎬ分析原因可能是 ２ 组患者身高差异及患侧肌张

力影响其肢体灵活程度ꎬ从而造成 ２ 组患者步频无显著差异ꎮ
综上所述ꎬ在常规康复干预基础上辅以姿势解密技术手法

治疗可有效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步行功能ꎬ该疗法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本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ꎬ包括疗效指

标有待优化、入组患者数量较少、治疗观察时间偏短等ꎬ后续研

究将针对上述不足进一步完善ꎮ

参　 考　 文　 献

[１]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ＥＪꎬＭｕｎｔｎｅｒ Ｐ.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ｋ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９ ｕｐ￣
ｄａｔｅ: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ａｒ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Ｊ] .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９ꎬ１３９(１０):５２６￣５２８.ＤＯＩ:１０.１１６１ / ＣＩ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５９.

[２] Ｊａｎｇ ＳＨꎬＹｅｏ ＳＳꎬＣｈｏ ＭＪ.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ｉ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ｉ￣
ｇｒｏｓｔｒｉａｔ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ｒｔｉｃｏｒｅｔｉｃｕｌｏｓｐｉｎａｌ ｔｒ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
ａ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ａ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ｔｅｎｓｏｒ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Ｊ]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２０２２ꎬ
１０１(３９):ｅ３０７８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 / ＭＤ.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７８８.

[３] Ｘｕ ＹꎬＨｏｕ ＱＨꎬＲｕｓｅｌｌ ＳＤꎬｅｔ ａｌ.Ｎｅｕ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ｇａｉｔ ｒｅ￣
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ｂｒａｉｎ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Ｊ] .Ｎｅｕｒａｌ Ｒｅｇｅｎ Ｒｅｓꎬ２０１５ꎬ
１０(１２):２０７２￣２０８０.ＤＯＩ:１０.４１０３ / １６７３￣５３７４.１７２３２９.

[４] 王强ꎬ元相喜.整体精准康复新技术￣姿势解密技术简介[ Ｊ] .中华

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ꎬ２０１８ꎬ４０(９):６４４￣６４６.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２.２０１８.０９.００２.

[５]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ꎬ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学

组.中国各类主要脑血管病诊断要点 ２０１９[ Ｊ] .中华神经科杂志ꎬ
２０１９ꎬ５２(９):７１０￣７１５.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７８７６.２０１９.０９.
００３.

[６] Ｒｕｂｒｉｇｈｔ ＪＤꎬＮａｎｄａｋｕｍａｒ ＲꎬＫａｒｌａｗｉｓｈ Ｊ.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Ａｓｓｅｓｓꎬ２０１６ꎬ２８(２):１２５￣１３３.ＤＯＩ:１０. / ｐａｓ００００１４６.

[７] 葛长甲ꎬ王强ꎬ魏玲ꎬ等.姿势解密技术治疗粘连期肩周炎疗效观察

[Ｊ] .中国康复ꎬ２０２２ꎬ３７(２):８５￣８９.ＤＯＩ:１０.３８７０ / ｚｇｋｆ.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４.
[８]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ＰꎬＰｅｔｅｒ ＷꎬＣｈｒｉｓ ＪＮꎬｅｔ 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ｅｌｖｉｃ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ｍａ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ｐｅｌｖｉｃ ｔｉｌｔ [ Ｊ] . Ｍａｎ Ｍａｎｉｐ
Ｔｈｅｒꎬ２００８ꎬ１６(２):１１３￣１１７.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９ / １０６６９８１０８７９０８１８４５９.

[９] Ｋｉｍ ＭＫꎬＫｉｍ ＳＧꎬＳｈｉｎ ＹＪ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ｐｅｌ￣
ｖｉｃ ｔｉｌｔ ａｎｄ ｇａｉｔꎬ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ｓｔｒｏｋｅ[Ｊ] .Ｊ Ｐｈｙｓ Ｔｈｅｒ Ｓｃｉꎬ２０１８ꎬ
３０(１):２７￣３０.ＤＯＩ:１０.１５８９ / ｊｐｔｓ.３０.２７.

[１０]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ＧＰꎬＫｏｕｔｓｏｕ ＡꎬＣｕｅｓｔａ ＧＡꎬｅｔ ａｌ.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ｋｉｎｏｖｅａ ｓｏｆｔ￣
ｗａｒｅ ａｎｄ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ａ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ｏ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ｇａｉｔ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Ｊ] .Ｓｅｎｓｏｒｓꎬ２０２０ꎬ２０(１１):３１５４.ＤＯＩ:１０.
３３９０ / ｓ２０１１３１５４.

[１１] 陈瑞全ꎬ吴建贤ꎬ沈显山.中文版 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 运动功能评定量表的

最小临床意义变化值的研究 [ Ｊ] .安徽医科大学学报ꎬ２０１５ꎬ５０
(４):５１９￣５２２.ＤＯＩ:１０.１９４０５ / 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４９２.２０１５.０４.０２５.

[１２] Ｋｕｂｉｃｋｉ 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ｓｈｏｕｌｄ ｗｅ ｕｓｅ ｔｉｍｅｄ
ｕｐ ａｎｄ ｇｏ ｏｒ ｇａｉｔ ｓｐｅｅｄ ｔｅｓｔ[ Ｊ]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Ｌｅｔｔꎬ２０１４ꎬ５７７(８):８９￣９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ｎｅｕｌｅｔꎬ２０１４.０６.０４.

[１３] 王玉龙.康复功能评定学[Ｍ].第 ２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１５４￣４００.

[１４] Ｋａｖａｎａｇｈ ＪＪ.Ｌｏｗｅｒ ｔｒｕｎｋ 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ｅｄ￣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Ｊ] .Ｊ Ｎｅｕｒｏｅｎｇ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２００９ꎬ６(９):１￣１０.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 / １７４３０００３￣
６￣９.

[１５] Ｇｅｅｒａｒｓ ＭꎬＭｉｎｎａａｒ￣ｖａｎ ｄｅｒ ＦＮꎬＨｕｉｓｓｔｅｄｅ ＢＭＡ.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ｋｎｅｅ ｈｙ￣
ｐｅｒ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ｇａｉ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Ｊ] .Ｇａｉｔ Ｐｏｓｔｕｒｅꎬ
２０２２ꎬ９１:１３７￣１４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ｇａｉｔｐｏｓｔ.２０２１.０８.０１６.

[１６] Ｋｏｔｈｅｅｒａｎｕｒａｋ ＶꎬＳｉｎｇｈａｔａｎａｄｇｉｇｅ ＷꎬＲａｔａｎａｋｏｒｎｐｈａｎ Ｃꎬｅｔ ａｌ.Ｎｅｕｔｒａｌ
ｈｉ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ｑｕｅ ｌｕｍｂａｒ ｉｎｔｅｒｂｏｄｙ ｆｕｓｉｏｎ(ＯＬＩＦ)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ｔｒｏ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 ｏｂｌｉｑｕ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Ｊ] . ＢＭＣ 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
Ｄｉｓｏｒｄꎬ２０２０ꎬ２１(１):５８３.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 / ｓ１２８９１￣０２０￣０３５９２￣９.

[１７] Ｇｅｎｄａ ＥꎬＨｏｒｉｉ 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ｗｒｉｓｔ ｊｏｉｎｔ￣ｎｅｕｔｒａｌ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Ｊ] . Ｊ Ｈａｎｄ Ｓｕｒｇ Ｂｒꎬ２０００ꎬ２５(３):２９２￣
２９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５４ / ｊｈｓｂ.２０００.０３８８.

[１８] Ｋｌａｓｓｅｎ ＴＤꎬＤｕｋｅｌｏｗ ＳＰꎬＢａｙｌｅｙ ＭＴꎬｅｔ ａｌ.Ｈｉｇｈｅｒ ｄｏｓｅ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ｗａｌ￣
ｋｉｎｇ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ｔｒｏｋｅ 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Ｊ] . Ｓｔｒｏｋｅꎬ２０２０ꎬ
５１(９):２６３９￣２６４８.ＤＯＩ:１０.１１６１ / ＳＴＲＯＫＥＡＨＡ.１２０.０２９２４５.

[１９] 吴燕婷ꎬ祁奇ꎬ姚加佳ꎬ等.肌内效贴骨盆干预对脑卒中后骨盆前倾

患者的步行和平衡能力的影响[ Ｊ]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ꎬ
２０２３ꎬ４５(２):１３７￣１４０.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２３.０２.
０１０.

[２０] 邵印麟ꎬ欧阳迎ꎬ周立晨ꎬ等.姿势控制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足底

压力、平衡功能和步行功能改善的影响[ Ｊ] .河北医药ꎬ２０１８ꎬ４０
(３):３８９￣３９２.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７３８６.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６.

[２１] Ｇｏｒｓｔ ＴꎬＲｏｇｅｒｓ Ａꎬ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ＳＣ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ꎬ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ꎬ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ｂ ｓｏｍａｔｏｓｅｎｓｏｒｙ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ｒｏ￣
ｎｉｃ ｓｔｒｏｋｅ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ａ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Ｊ] . Ｄｉｓａｂｉｌ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２０１９ꎬ４１ ( ２０):２４４３￣２４５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８０ / ０９６３８２８８. ２０１８.
１４６８９３２.

[２２] Ｖａｎ ｄｅ ＷＰꎬＨａｌｌｅｍａｎｓ ＡꎬＴｒｕｉｊｅｎ Ｓꎬｅｔ ａ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ｃｏｓｔ ｏｆ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ｐｌｅｇｉａ: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ｕｎｉ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Ｊ] .Ｒｅｓ Ｄｅｖ Ｄｉｓａｂｉｌꎬ２０１２ꎬ３３(６):１９９６￣２００３.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 / ｊ.ｒｉｄｄ.２０１２.０５.０２９.

[２３] 于利国ꎬ章志超ꎬ王博ꎬ等.节律性听觉刺激引导下的上肢摆动训练

对脑卒中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 Ｊ]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ꎬ
２０２３ꎬ４５(３):２０５￣２０９.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２３.０３.
００３.

[２４] Ｍａｉｎｋａ ＳꎬＷｉｓｓｅｌ ＪꎬＶｌｌｅｒ Ｈ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ｒｈｙｔｈｍｉｃ 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ｓｔｉ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ｒｅａｄｍｉｌ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ｔｒｏｋ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ａｉｌ[ Ｊ] . Ｆｒｏｎｔ Ｎｅｕｒｏｌꎬ２０１８ꎬ９:７５５. ＤＯＩ:１０. ３３８９ / ｆｎｅｕｒ.
２０１８.００７５５.

(修回日期:２０２３￣０５￣２５)
(本文编辑:易　 浩)

９０７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第 ４５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３ꎬ Ｖｏｌ. ４５ꎬ Ｎｏ.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