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恢复是一个运动再学习过程#下肢肌力改善并不能保证下肢

步行能力相应提高#在康复干预过程中既要重视肌力训练#同时

也要关注肢体协调性及本体感觉功能改善情况
%J&

$ 本研究针

对入选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运动功能康复需求#特设置了肌力

训练及各种形式的步行训练#以促进患者肌力及协调能力改善$

本研究对照组患者经 I 周肌力训练及陆上步行训练后#发现其

肌力"平衡能力"下肢运动功能及独立生活能力等均较治疗前明

显改善#表明肌力训练联合陆上步行训练对改善脑卒中偏瘫患

者下肢功能确有一定疗效$

水中步行训练兼有水疗及减重步行训练等特点#是近年

来逐渐兴起的训练项目#该疗法利用水的冷热刺激"浮力"压

力"阻力等特性#促进患者下肢功能恢复*患者在训练过程中

不断受到温度"机械及化学作用刺激#并通过神经"体液调节

机制#引起体内器官功能变化"促进本体感觉功能提高
%I&

$ 本

研究观察组患者在肌力训练基础上辅以水中步行训练#经 I

周治疗后#发现除肌力指标以外#观察组患者其它各项疗效指

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水平'!eD:DE( #提示水中步行训练更有

利于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运动功能恢复#对患者肢体运动功

能及独立生活能力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其治疗机制可能包括

以下方面!首先水有较强的浮力及阻力作用#脑卒中偏瘫患者

在水中行走时浮力能发挥减重作用#从而显著减轻患肢承重

负荷#增强患者行走时信心#有利于患者行走时步幅加大"关

节活动范围增加#同时水的支持作用又可帮助患肢发力#维持

行进中动态平衡#对患肢步态"平衡能力及整体运动功能具有

积极作用*其次机体在温水中浸泡时#水的温热效应"按摩效

应有利于愉悦身心#促使肌力训练后疲劳感消除#减缓肢体发

生疲劳时间#有利于提高步行训练运动量#同时水的温热效应

也有利于患肢血液循环及新陈代谢加快#增强体内酶活性#使

肢体营养状况得到改善#进而促进患肢功能恢复#有利于患者

良好步态形成
%IA,D&

$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表明#肌力训练联合水中步行训练

能进一步促进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功能恢复#提高其独立生

活能力#对患者早日回归家庭及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该疗

法还具有操作简单"患者治疗依从性好等优点#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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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联合穴位按揉治疗老年慢性失眠患者的疗效观察

张剑K陈金堂

!摘K要"K目的K观察太极拳锻炼联合穴位按揉治疗老年慢性失眠患者的疗效$ 方法K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将 GD 例老年慢性失眠患者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每组 FD 例$ 对照组患者给予太极拳锻炼#观察组患者则在太极

拳锻炼基础上辅以穴位按揉治疗$ 于治疗前"治疗 F 个月后分别采用 +M[*S*P睡眠质量量表"埃克森焦虑情绪量

表及 Ŝ _P[AHO 总体生活质量问卷对 ( 组患者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K经 F 个月治疗后#发现观察组及对照组埃克森

焦虑情绪评分%分别为 ',G:EE gF:DG(分"',I:(E gF:,O(分&"Ŝ _P[AHO 总体生活质量评分 %分别为 'HD:DH g

O:ED(分"'GG:F, gO:HE(分&及 +M[*S*P睡眠质量评分%分别为',D:HO g,:I((分"',O:JG g(:GH(分&均较治疗前

明显改善'!eD:DE(*并且上述指标均以观察组患者的改善幅度较显著#与对照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e

D:DE($ 结论K短期太极拳锻炼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老年失眠患者病情#如同时辅以穴位按揉则能进一步改善患

)OOI)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D,E 年 ,( 月第 FH 卷第 ,( 期KL8/0 CM85<-%B 2%8.$/4# ;%@%#$%&(D,E# N14:FH# 61:,(



者情绪"生活质量及睡眠情况#该联合疗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K失眠*K太极拳*K穴位*K老年人

KK失眠根据病程可分为急性"亚急性及慢性三种类型#其中

慢性失眠是老年人群常见疾病之一#患者会因长期失眠而身心

疲惫不堪#甚至诱发焦虑症等心理疾病#对老年人群身心健康

及生活质量均造成严重影响
%,&

$ 由于失眠病因多与老年人群

生理机能特点及心理因素有关#临床针对急性及亚急性失眠患

者多给予药物治疗#而慢性失眠患者由于患病周期及治疗周期

较长#除重度慢性失眠患者需给予药物治疗外#多数慢性失眠

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建议采用物理手段治疗
%(&

#如穴位艾

灸"针灸"推拿"按揉"经颅磁刺激"心理疏导及运动锻炼等均对

失眠具有一定治疗作用$ 本研究基于老年失眠患者生理特点#

联合采用太极拳锻炼及自我穴位按揉对其进行治疗#发现临床

疗效满意$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共选取北京市海淀区 E 个居民社区的 GD 例失眠老年人作

为研究对象#患者入选标准包括!

!

均符合 (D,( 年中华医学会

神经病学分会制订的0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1中关于

失眠的临床诊断标准
%F&

*

"

患者容易疲劳或伴有全身不适或注

意力"记忆力减退*学习"工作和 '或(社交能力下降*情绪容易

波动或易激惹*日间思睡*兴趣"精力减退*容易紧张"头痛或头

晕*对睡眠过度关注等*

#

病程
"

G 个月*

$

对本研究知情同意#

并且能积极配合治疗$ 患者剔除标准包括!

!

因身体其他病患

引起的失眠或必须依靠药物才能控制病情的严重失眠患者*

"

伴有精神疾病或肢体功能障碍等不利于肢体训练者*

#

原发性

失眠患者或急性"亚急性失眠患者*

$

无法配合治疗者*

*

曾经

或正在进行太极拳习练者$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上述患者分

为观察组及对照组#每组 FD 例#( 组患者一般资料情况详见表

,#表中数据经统计学比较#显示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j

D:DE(#具有可比性$

表 A"入选时 ( 组患者一般资料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例(

男 女

年龄'岁(

最小 最大
平均

' P

i

g@(

病程'月(

最短 最长
平均

' P

i

g@(

观察组 FD ,O ,G E( HD GO:H gE:,O G ,F ,D:( gF:((

对照组 FD ,F ,H EE HD GO:F gE:E( G ,, I:H gF:OD

二"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太极拳锻炼#锻炼内容以全国体育院校

高等教育通用教材中的-(O 式简化太极拳.为主#由太极拳专

业教练员对入选患者进行理论指导"技术讲解及动作培训#集

中培训时间持续 ( 周#待集中培训结束后要求患者能在背景

音乐引导下熟练完成整套动作#随后制订计划要求患者每天

早"晚在音乐引导下各习练 , 次太极拳#每次习练时间持续

OE #/0*习练过程中尽量选择优美"清新的训练环境#背景音乐

音质清爽"恬静"舒缓#有利于患者在眼观"耳听"心感过程中

尽快进入意境$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辅以穴位按揉#具体按揉

方法如下!选取百会"安眠"神门和内关穴进行按揉#按揉百会

穴时#治疗师上抬两手#一手中指指头平按于该穴上#另一手中

指指头叠压在按压百会穴中指的指甲盖处#两中指叠压用力按

揉穴位*按揉安眠穴时#治疗师上抬两手#将两手大拇指按压安

眠穴#另外两手各四个指头向上抱头支撑并配合大拇指发力按

揉该穴*按揉神门及内关穴时#治疗师均以一手大拇指按揉另

一手臂穴位#另外四个指头置于手臂穴位对侧并配合大拇指发

力*穴位按揉过程中要求按"揉兼顾#一般先按压 , #/0 左右或

患者感觉酸痛明显时再略减力进行按揉操作*另外进行按或按

揉操作时力道须适宜#应以患者感觉穴位有明显酸痛感且能忍

受为宜$ 上述 O 个穴位患者于每天睡前自行按揉 , h( 次#每穴

按揉 F hE #/0 再换下一穴位#每次每穴按揉 , h( 个来回#共持

续按揉 FD #/0$

三"疗效评定标准

于治疗前"治疗 F 个月后采用埃克森情绪稳定量表中的焦

虑情绪检测量表
%O&

评定 ( 组患者情绪变化情况#该情绪量表共

包含 FD 道题目#最终累计积分越低越好#, h,E 分表示情绪适

应"安详#,G hFD 分表示情绪焦虑"不稳定*采用生活质量综合

评定问卷'9%0%&/@k".4/'51>4/>%/0Z%0'1&5AHO#Ŝ _P[AHO(

%E&

评定

( 组患者生活质量情况#该问卷评定内容包括躯体"心理"社会"

物质 O 个方面#评分越高表示受试者总体生活质量越好*采用

+M[*S*P睡眠量表
%G&

评定 ( 组患者睡眠质量情况#该量表评定

内容包括每晚上床入睡时间"一夜总睡眠时间"夜醒次数"睡眠

深度"夜间做梦情况"醒后感觉共 G 个维度指标#每个维度采用

E 级评分法'分别计 D","F"E"H 分(#得分越高表明患者失眠症

状越显著$ 本研究临床疗效评定参照入选患者病情转归及

+M[*S*P睡眠量表评分减分率 %减分率 d'治疗前总分 i治疗

后总分( b治疗前总分 l,DDf&#治愈!患者失眠症状完全或基

本消失#且 +M[*S*P量表减分率
"

JDf*显效!患者失眠症状基

本消失#且减分率
"

EDf*有效!患者失眠症状有改善或部分改

善#且减分率
"

FDf*无效!患者失眠症状无明显缓解甚至加重

或减分率 eFDf

%H&

$

四"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所得计量数据以 ' P

i

g@(表示 #采用 +M++ ,I:D 版

统计学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9检验 #计

数资料比较采用
!

(

检验 #!eD:DE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

结""果

治疗前"后 ( 组患者埃克森焦虑情绪量表"Ŝ _P[AHO 总体

生活质量量表及 +M[*S*P睡眠质量量表评定结果详见表 (#

表中数据显示#治疗前 ( 组患者上述指标评分组间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jD:DE( *治疗后 ( 组患者上述指标均较治疗前

明显改善'!eD:DE( #并且上述指标均以观察组患者的改善幅

度较显著#与对照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eD:DE( $ 治

疗后 ( 组患者临床疗效结果详见表 F#表中数据显示#观察组

患者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D: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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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治疗前"后 ( 组患者情绪"生活质量及睡眠情况比较'分#P

i

g@(

组别 例数
埃克森焦虑情绪评定

治疗前 治疗后

Ŝ _P[AHO 总体生活质量评定

治疗前 治疗后

+M[*S*P睡眠质量评定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FD (F:O, gF:JG

,I:(E gF:,O

.

GD:F( gO:(F

GG:F, gO:HE

.

(,:F( gF:E,

,O:JG g(:GH

.

观察组 FD (F:HD gF:HI

,G:EE gF:DG

.$

GD:OO gO:F,

HD:DH gO:ED

.$

(,:GO gF:OD

,D:HO g,:I(

.$

KK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

.

!eD:DE*与对照组相同时间点比较#

$

!eD:DE

表 G"治疗后 ( 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

'例(

显效

'例(

有效

'例(

无效

'例(

总有效率

'f(

对照组 FD E H ,, H HG:H

观察组 FD ,, J J F

ID:D

.

KK注!与对照组比较#

.

!eD:DE

讨""论

相关研究认为致使老年人失眠的主要病因与老年人身体特

征及心理因素有关#其中身体特征是致病的生理病理因素#与老

年人组织器官"身体机能衰退有关#如五脏虚损'尤其是肾虚(

与失眠具有密切联系
%J&

*另外人到老年阶段往往对自身健康不

自信并容易产生各种顾虑#会诱发老年人忧思太过"损伤心脾"

化源不足"营血衰少"血不荣心"神不守舍#从而而导致失眠
%I&

*

可见生理病理因素是致使老年人失眠的基础#而心理因素是诱

因#所以中医治疗理论认为#针对老年失眠患者应给予补虚理

气"强化身体机能"加强心理引导"调节精神状态等干预#以促进

老年失眠患病病情改善
%,DA,,&

$

众所周知#运动锻炼是增强人体组织器官功能"改善机体健

康状态"提高人体精气神的有效手段#而太极拳的健身效果已得

到普遍认可#该功法在习练过程中讲究天人合一"内外兼修#具

有通经活络"提精气神"动作舒缓等特点#长期锻炼对缓解机体

紧张情绪"促进身心健康具有重要作用#非常适合老年人群进行

锻炼
%,(A,O&

$ 另有报道指出#太极拳属于身心兼修的运动项目#

在习练过程中讲究身心兼修"动静结合#既有利于强身健体#又

能够调节身心#从而达到宁心安神"协调脏腑"调和气血"畅通人

体血脉等功效
%,E&

$ 刘睿等
%,G&

对 OF 例失眠患者进行太极拳辅

助治疗#经 J 周干预后发现患者失眠病情明显改善$ 本研究也

得到类似结果#如对照组患者经 F 个月太极拳锻炼后#发现其睡

眠质量"情绪及生活质量等指标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临床总有

效率高达 HG:GHf$

中医穴位治疗理论认为#百会穴是人体穴位经络 -三阳五

会.交汇处#此穴具有开窍醒脑"回阳固脱作用#对气血不足"肝

火旺盛等病症具有调节功效*安眠穴是经外奇穴#也是中医治疗

失眠的经验穴位#目前临床常通过刺激该穴治疗神经衰弱"癔病

及精神病等疾患*神门穴属手少阴心经穴位之一#为人之神气之

穴#刺激该穴可调节心经体内经脉气血物质#对治疗心病"心烦"

惊悸"健忘"失眠等疾病有益*内关穴是手厥阴心包经常用络穴#

心包有代心受邪作用#通过刺激心包经络穴调节心包有利于增

强心功能#对人体身心健康具有积极作用$ 基于上述穴位对人

体身心气血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在太极拳锻炼基础上辅以穴位

按揉治疗观察组慢性失眠患者#经 F 个月治疗后#发现该组患者

情绪"生活质量"睡眠情况等均较治疗前及对照组明显改善

'!eD:DE(#并且该组患者临床疗效亦显著优于对照组#提示太

极拳锻炼联合穴位按揉治疗老年慢性失眠患者具有协同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表明#持续 F 个月的短期太极拳锻炼

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老年失眠患者病情#如同时辅以穴位按揉

则能显著提高疗效#患者治疗后其情绪"生活质量"睡眠情况等

均得到进一步改善#该联合疗法值得在老年失眠患者中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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