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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动作观察疗法作为新发展的神经生理学疗法ꎬ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和研究ꎮ
本文就近年来动作观察疗法在脑卒中功能障碍康复中的应用研究现状展开综述ꎬ从动作观察疗法的概述、动
作观察疗法改善脑卒中功能障碍的机制研究及其在脑卒中康复中的应用等方面阐述动作观察疗法对脑卒中

康复的影响ꎬ以期为脑卒中患者的临床康复治疗提供理论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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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卒中是导致全球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１] ꎬ脑卒中患者

发病后会存在运动、认知、言语、吞咽等功能障碍ꎬ严重影响患

者的生存质量[２] ꎮ 近年来ꎬ许多基于镜像神经元理论的康复策

略已应用于神经系统功能疾患的康复治疗[３] ꎮ 动作观察疗法

作为其疗法之一ꎬ因疗效佳、价格低等优势逐渐成为脑卒中康

复领域的热门技术[４] ꎮ 本文通过对动作观察疗法治疗脑卒中

功能障碍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ꎬ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ꎬ以期

为脑卒中功能障碍的康复策略选择提供新的思路ꎮ

动作观察疗法概述

动作观察疗法基于镜像神经元系统和动作观察网络等神

经生理学机制[５] ꎬ由 Ｅｒｔｅｌｔ 等[６] 将其首次应用于脑卒中运动障

碍的康复治疗ꎮ 动作观察疗法是指患者观察视频中健康人的

正常动作后练习具体的肢体动作ꎬ从而帮助提高运动技能的一

种疗法[７] ꎬ该疗法分为动作观察和动作执行两个阶段[８] ꎬ患者

观察视频中的动作后尝试模仿并练习相关动作ꎬ激活相应大脑

区域以及运动神经元ꎬ促进动作再学习ꎬ建立运动记忆模式ꎬ提
高运动系统的功能ꎬ从而重新恢复运动功能[９] ꎮ 动作观察学习

能够重新激活存储在运动记忆中的动作表征ꎬ传递新的运动策

略ꎬ并训练负责运动的大脑区域ꎮ 动作观察能否通过对观察到

的动作进行模拟来产生运动学习ꎬ对于康复计划的制订至关重

要[１０] ꎮ

动作观察疗法改善脑卒中后功能障碍的机制研究

一、增加视觉反馈和运动观察

动作视觉感知诱导的促进作用可以通过与动作相关的多

模态刺激组合来调节ꎬ在训练过程中将视觉信息与听觉动作相

关刺激相结合ꎬ从而增强训练效果[１１] ꎮ Ｔａｎｉ 等[１２] 将 １１ 例脑卒

中患者记录于脑电图下ꎬ以事件相关去同步化作为运动皮质活

动的脑电图标记物进行测量ꎬ结果表明动作观察组事件相关去

同步化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ꎬ可以在运动皮质中诱导更强的事

件相关去同步化ꎬ运动视觉刺激能够激活大脑运动皮质的活

动ꎮ 因此ꎬ动作观察过程中ꎬ通过观看视频进行视觉刺激ꎬ激发

患者大脑皮质运动ꎬ有助于外界信息传入并传出大脑ꎬ加快大

脑侧支循环建立ꎬ促进病灶周围组织恢复ꎬ促进大脑皮质运动

功能重组[１３] ꎮ
二、激活镜像神经元系统

镜像神经元系统部分位于运动皮质区域内ꎬ动作观察过程

中可能会激活相应脑区运动皮质网络ꎬ使观察到的动作重新组

合ꎬ这种内部模拟可以重新激活存储在运动记忆中的动作表

征ꎬ训练负责运动的大脑区域[１０] ꎮ 庄卫生等[１４] 观察患者相应

脑功能区的激活情况ꎬ发现动作观察组患者大脑初级运动区、
运动前区及辅助运动区激活体素增加更为显著ꎬ提示动作观察

疗法能够通过激活镜像神经元促进脑功能重组ꎬ进而改善肢体

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ꎮ 张永祥等[１５]研究发现ꎬ动作观察组

较镜像治疗组左侧额上回、左侧中回等脑区减弱ꎬ提示动作观

察疗法在增强运动感觉相关脑区的神经活动ꎬ激活边缘页及丘

脑区方面优于镜像疗法ꎮ 李应平等[１６] 观察脑功能区的激活信

号变化ꎬ实时监测全脑的功能活动状态与变化情况ꎬ发现治疗

组双侧次级感觉运动区、运动前区激活频率较对照组明显升

高ꎬ提示动作观察疗法能够引起大脑皮质兴奋性改变ꎬ改善脑

卒中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ꎮ
三、促进运动学习与记忆

运动学习是通过在环境中不断练习从而执行动作的过程ꎬ
动作观察疗法利用镜像神经元机制发挥在运动学习中的潜在

作用ꎬ通过运动学习不断加强运动技能和运动记忆[１７] ꎮ 一种特

定的运动记忆是由观察形成的ꎬ这种记忆与练习运动形成的记

忆相似ꎬ仅仅是对运动进行观察就能在运动表征中形成一种持

久的特定记忆痕迹ꎬ这些发现支持镜像神经元系统在记忆形成

和人类运动学习中具有重要作用[１８] ꎮ Ｇａｔｔｉ 等[１９]的一项运动学

研究表明ꎬ动作观察在重新学习复杂的运动任务中发挥作用ꎬ
并在学习一项新的复杂运动任务时ꎬ动作观察疗法比运动想象

疗法效果更好ꎮ Ｃｕｅｎｃａ 等[２０] 研究亦表明ꎬ皮质￣皮质下的神经

生理激活可能会促进运动表征的建立和持久记忆的形成ꎬ在观

察过程中通过储存和理解图像从而构建运动记忆ꎬ促进运动学

习ꎮ

动作观察疗法在脑卒中康复中的应用

一、动作观察疗法在脑卒中上肢功能康复中的应用

脑卒中后约有 ８０％的患者合并上肢功能障碍ꎬ影响患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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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能力[２１] ꎮ 有学者证实ꎬ动作观察疗法能够促进肢体功能

恢复ꎬ提高生存质量ꎬ已成为改善上肢运动功能障碍的有效疗

法[２２] ꎮ Ｍａｎｃｕｓｏ 等[２３]发现ꎬ动作观察疗法有助于改善亚急性期

脑卒中患者中重度上肢损伤ꎬ促进运动功能恢复ꎮ Ｚｈａｎｇ 等[８]

的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显示ꎬ动作观察训练对改善脑卒中患者上肢运

动功能有显著疗效ꎬ是改善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有效干

预措施ꎮ 有学者将动作观察疗法与其它疗法相结合应用于脑

卒中功能障碍康复治疗进行了探究ꎮ 王异之等[２４] 对脑卒中患

者干预 ４ 周后进行疗效评价ꎬ发现八段锦联合动作观察组能有

效改善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ꎬ增强生活自理能力ꎮ
二、动作观察疗法在脑卒中下肢功能康复中的应用

动作观察期间ꎬ患者观察视频中健康成年人的动作后模仿

相同动作ꎬ对视觉反馈的反应产生神经元重组和运动再学习ꎬ
提高运动表现能力[７] ꎮ 目前大多数研究仅评估动作观察训练

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的影响ꎬ对患者下肢功能障碍的研究相

对较少ꎮ Ｂａｎｇ 等[２５]首次系统研究动作观察疗法对脑卒中下肢

运动功能的影响ꎬ结果表明ꎬ其计时起跑测试、１０ ｍ 步行测试、
６ ｍｉｎ步行测试、行走中摆动阶段最大屈曲膝盖角度方面均较对

照组有显著改善ꎮ Ｈｉｏｋａ 等[２６] 对 １６ 例脑卒中患者进行为期 ３
个月的动作观察训练ꎬ结果表明动作观察组较对照组有显著改

善ꎮ 因此ꎬ动作观察疗法能够改善脑卒中患者平衡能力和步行

能力ꎬ但由于当前临床研究较少ꎬ尚需进行更大规模的随机对

照研究ꎬ延长随访时间ꎬ以明确动作观察训练的临床效果ꎮ
三、动作观察疗法在脑卒中言语康复中的应用

近年来动作观察疗法已被证明对脑卒中后言语功能障碍

改善有显著效果ꎮ Ｙｏｕ 等[２７]研究发现ꎬ脑卒中后言语失用症患

者在常规言语治疗加动作观察疗法的治疗后ꎬ实验组言语失用

症评分和西方失语症评分均对照组有显著改善ꎮ 吴春薇等[２８]

将 ３０ 例脑卒中非流畅性失语患者进行随机对照试验ꎬ试验组

在非目标导向手动作视频和动词复述的基础上进行手动作观

察疗法ꎬ经西方失语症测试后ꎬ结果表明试验组失语商增加更

多ꎬ效果更为显著ꎮ
四、动作观察疗法在脑卒中吞咽康复中的应用

吞咽障碍是脑卒中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ꎬ患病率高达

５０％ [２９] ꎬ发病后不仅会造成咽部功能障碍ꎬ还会产生误吸和相

关性肺炎等并发症[３０] ꎮ 临床上治疗吞咽障碍的传统方法有咽

部冰棒刺激、舌肌按摩、球囊导管扩张法、言语训练等ꎬ有学者

逐渐将动作观察疗法应用于脑卒中患者吞咽功能障碍的治疗

研究中ꎮ 李伟利等[３１]对 ５０ 例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的临床报

道显示ꎬ治疗组在进食训练前增加动作观察疗法ꎬ８ 周后显示治

疗组洼田饮水试验分级及 Ｘ 线吞咽透视检查疗效均优于对照

组ꎬ且治疗组误吸率较对照组明显下降ꎮ 李梦露等[３２] 将 ６０ 例

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重复经颅磁刺激(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ｒＴＭＳ) 组、动作观察疗法组、
ｒＴＭＳ联合动作观察组和对照组ꎬ结果表明 ｒＴＭＳ 联合动作观察

组治疗效果更佳ꎮ
五、动作观察疗法在脑卒中后单侧忽略康复中的应用

单侧忽略是一种空间认识和利用障碍的神经系统综合征ꎬ
常表现对偏瘫侧感觉刺激反应较小甚至无任何反应ꎬ该症状会

影响本体感觉和平衡功能ꎬ进而影响脑卒中患者的整体康复及

预后[３３] ꎮ 申嘉怡等[３４]对脑卒中后左侧忽略患者的研究发现ꎬ

试验组的线段划消测验、字母划消测验、分线段测验等数值均

较对照组有明显下降ꎬ提示通过反复地观察激活镜像神经元系

统ꎬ能够激活相应脑区ꎬ促进新的神经突触与相邻脑区建立联

系ꎬ从而改善脑卒中患者单侧忽略症状ꎮ
六、动作观察疗法在脑卒中认知障碍康复中的应用

动作观察疗法治疗认知障碍的研究较少ꎬ但有研究已证实

动作观察疗法联合 ｒＴＭＳ 能够改善脑卒中患者的认知障碍ꎬ对
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ꎮ 吴少璞等[３５] 发现ꎬ干预 ４
周后治疗组各项评分均显著优于 ｒＴＭＳ 组和对照组ꎬｒＴＭＳ 联合

动作观察疗法能够有效改善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障碍ꎬ提示

ｒＴＭＳ 与动作观察疗法协同作用ꎬ能够促进受损脑区神经网络修

复ꎬ改善患者大脑皮质兴奋性ꎬ刺激脑区神经功能重组ꎬ改善认

知功能ꎮ

不足与展望

动作观察疗法作为近年来发展的新兴技术ꎬ已经在神经和

肌肉骨骼系统等疾病康复中表现出良好的效果[３６] ꎬ不仅适用于

医疗机构中ꎬ也能作为出院后自主训练或家庭训练的方式ꎬ是
一种有前途、安全和经济的治疗方法ꎬ但仍存在需要改进的地

方ꎮ 首先ꎬ目前所开展的研究样本量偏小ꎬ缺乏进一步的随访

研究ꎬ影响分析效能的稳定性ꎻ其次ꎬ很少有研究人员去指导患

者如何观察目标动作ꎬ或者指导患者应该关注什么特征ꎬ在今

后训练过程中应加强对患者的训练指导ꎬ保证患者训练动作的

准确性ꎻ最后ꎬ未来的研究可以将动作观察疗法与神经康复的

其它方法有效结合ꎬ积极探索最佳的治疗参数和确切作用机

制ꎬ进一步发掘动作观察疗法的长期康复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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