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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电生物反馈刺激改善缺血性卒中患者急性期上肢功能的疗效观察"

文怡川!

!刘万平"

!陈小虎!

"四川省广安市人民医院'

!#

康复医学科#

"#

神经内科
!

&7(%%%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肌电生物反馈治疗技术观察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急性期上肢功能的改善效果%方法
!

选

取
"%!%

年
!"

月至
"%!7

年
!"

月该院
('

例脑卒中患者!采用随机对照方法分为
"

组!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

使用肌电生物反馈治疗!分析
"

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
"

周对改良
-2<BE>C

指数"

S-b

$&

XJ

F

C0S>

G

><

运动功能

评定量表"

XS+

$进行上肢部分评定%结果
!

治疗后
"

组患者的上肢运动能力"

XS+

$及改良
-b

指数"

S-b

$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组治疗前后上肢运动能力"

XS+

$及改良
-b

指数"

S-b

$的评定差值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肌电生物反馈治疗对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患侧上肢功能恢复具有促进

作用%

关键词"肌电生物反馈#

!

急性缺血性卒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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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导致的功能障碍以运动功能障碍为主#脑

卒中偏瘫经传统的治疗方法和功能康复训练可取得

较好的疗效#但仍有部分患者的上肢瘫痪#尚不能达

到功能恢复的理想要求*

!

+

(大多数患者在康复治疗

过程中#即使恢复了下肢行走及部分支配能力#但上

肢的恢复情况通常不够理想(近年来#肌电生物反馈

疗法在脑卒中后运动功能康复治疗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肌电生物反馈疗法通过肌电生物反馈仪将人体

产生的肌电信号实时转换成视听觉信号#传输至大脑

皮质#帮助患者及时了解神经系统控制肌肉运动的情

况#并将运动方案与意向性运动输出对比分析#从而

指导或修正运动#帮助患者逐渐学会对运动的随意控

制与调节*

"

+

(本研究通过临床随机对照研究#观察肌

电生物反馈疗法对急性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

临床疗效(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7

年
!"

月

该院康复医学科及神经内科住院的
('

例脑卒中患

者#诊断标准符合,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订的

诊断标准*

7

+

(按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病种等随机

配对后分为试验组$

'9'7

&和对照组$

'9'!

&#

"

组患

者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具有可比性(见表
!

(

$#/

!

纳入与排除标准
!

纳入标准!$

!

&符合诊断标

'

'(7!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2*S>3LC.A

!

S2

G

"%!(

!

T/C#!$

!

U/#!%

"

基金项目"四川省卫生计生委科研立项课题$

!!%&78

&(

!!

作者简介"文怡川#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脑卒中康复研究(



准($

"

&年龄
$%

!

(%

岁($

7

&初次发病或既往虽有卒

中但未遗留肢体运动功能障碍#本次发病有肢体运动

功能障碍($

'

&牛津郡社区卒中项目$

MLWK

&分型为

部分前循环型($

$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

Ub)WW

&评分小于
!%

分($

&

&患侧上肢腕背伸时可

测得的自发肌电信号大于
$T

%伸腕肌肌力小于
"

级%

意识清楚)无明显认知障碍及抑郁状态#能理解并配

合治疗%偏瘫侧上肢感觉无明显意识障碍($

8

&患者

知情同意(排除标准!$

!

&发病
'(E

#病情尚未稳定#

神经功能缺损症状仍在进展中($

"

&严重心)肝)肾功

能不全($

7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LMK4

&)严重心肺功

能障碍者($

'

&血压高于
!(%

"

!%%@@ )

F

($

$

&合并

周围神经系统疾病及肌源性疾病(

表
!

!!

"

组患者的一般资料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

& 男性$

'

& 女性$

'

& 年龄$

M]<

#岁&

试验组
'7 "& !8 &&#!6]&#6&

对照组
'! "" !6 &&#77]8#&6

$#/

!

研究方法

$#/#$

!

治疗方法
!

"

组患者均同时给予内科常规治

疗$即抗血小板聚集)脑代谢促进剂)营养神经细胞药

物等治疗&和早期综合康复训练(综合康复训练一般

于患者发病后
73

$此时患者生命体征稳定#病情无进

行性加重&进行#试验组增加肌电生物反馈治疗(康

复治疗采用国际公认的
-/*2BE

疗法*

'

+

!$

!

&床上训

练#鼓励患者进行床上主动运动($

"

&偏瘫侧肢体肩)

肘)腕)髋)膝)踝关节主被动活动($

7

&坐位平衡训

练($

'

&坐位到站位及站位平衡训练($

$

&步行及上)

下阶梯训练(

!

次"天#

7%

!

&%

分"次(患者还同时接

受物理因子治疗#包括针灸疗法和功能性电刺激疗

法(针灸疗法!针灸以头针及患侧阳明经为主#取百

会)曲池)率谷)足三里)肩髑)合谷)环跳)阳陵泉)三

阴交)外关)四神聪)太冲等穴#头部穴位针刺采用快

速捻转手法#

!"%

!

!&%

次"分#患侧肢体针刺采用平
!

补平泄手法#

7%

分"次#

!

次"天#

8

次"周*

$

+

(电刺激疗

法!采用电脑调制中频仪#将电极放至偏瘫侧肌肉#以

患者耐受为限#

"%

分"次#

!

次"天(

$#/#/

!

肌电生物反馈仪
!

丹麦
42A@>B><

公司生产

的
+S!%%%

型神经网络重建仪行肌电反馈电刺激#

肌电生物反馈治疗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房间进行#安静

休息数分钟后开始训练(采用三极法选择腕指伸肌

行腕指伸展训练#将主电极正极贴于前臂背侧距腕横

纹
7,@

处#负极贴于患侧腕背屈肌群的近端部位#辅

助电极贴于两电极之间*

&

+

(治疗参数!频率
$%)N

#波

宽
"%%I

#下降时间
!I

#上升时间
7I

#电流输出强度

!%

!

"&@+

#刺激持续时间
&I

#刺激间歇时间
!%I

#以

患者出现腕背屈动作及耐受为宜#

!

次"天#

"%

分"次#

8

次"周#共治疗
"

周(

$#'

!

评价指标
!

"

组患者在治疗前)治疗后
"

周分别

接受以下评定(患肢运动功能评价采用简式
XJ

F

C0

S>

G

><

评分法 $

XS+

&评价*

8

+

(上肢运动功能评定!

XJ

F

C0S>

G

><

运动功能评定量表$

XS+

&评定上肢部

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使用改良
-2<BE>C

指数

$

S-b

&评定*

(

+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KWW!8#%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M]<

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

检

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治疗前#

"

组患者上肢运动能力的
XS+

及
S-b

评价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
"

周

后#

"

组患者各项评估结果比治疗前有明显改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后#

"

组患者上肢运

动能力的
XS+

及
S-b

评价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意义$

!

%

%#%$

&%

"

组治疗前后的
XS+

及
S-b

评定

差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7

(

表
"

!!

"

组患者
XS+

及
S-b

评价结果比较#

M]<

&分$

评定项目 时间 试验组 对照组

XS+

治疗前
!6#%8]8#7' !8#%%]$#$%

治疗后
''#$8]!'#!8 ""#$6](#(6

S-b

治疗前
78#(7]!$#&% 7"#"!]!%#!6

治疗后
&6#6(]!$#!' '6#'$]!7#76

表
7

!!

"

组患者
XS+

及
S-b

评定差值结果比较#

M]<

&分$

评定项目 试验组 对照组

XS+

治疗前后差值
"$#$%]!%#"' $#&']'#"6

S-b

治疗前后差值
7!#&8]!!#!$ !7#6]$#&$

'

!

讨
!!

论

!!

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后#结构和功能有重新组织的

能力或可塑性*

6

+

(神经组织受损后可发生侧支再生#

形成新的突触联系#取代丧失功能的神经轴突(急性

期康复治疗通过主动和被动的肢体功能训练#不仅能

促进新的轴突)突触联系的建立#还促进病灶周围脑

细胞的重组和代偿#有利于发挥脑组织的/可塑

性0

*

!%0!!

+

(按照脑的可塑性理论#轴突在一定范围内

和一定程度上可塑和功能重组#急性期进行规范化的

反复运动训练#通过各种方式刺激调节神经元的兴奋

性#获得正确的运动传出#达到神经功能重组的目的#

患侧肢体的功能得以恢复*

!"

+

(肌电生物反馈治疗中

明确的肌肉关节活动和可视的肌电信号激活了中枢

神经系统潜在性的突触#促进建立感觉兴奋痕迹#从

'

$(7!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2*S>3LC.A

!

S2

G

"%!(

!

T/C#!$

!

U/#!%



外部建立反馈通路#可部分替代本体感受器的内在反

馈作用*

!70!$

+

(本研究治疗中要求患者进行有意识活

动#通过表面电极接收相应肌肉的电信号#为患者提

供支配肌肉的神经信号的声音反馈#指导训练患者根

据外部信号调节自身运动#由患者主动参与引发的肌

电信号#经反馈对大脑皮质形成一种条件性重复刺

激#经长期反复训练形成相应条件反射#并在大脑皮

质相应部位形成兴奋灶#最终实现对正确运动程序的

强化学习#从而促进患侧肢体功能的恢复(

本研究表明#对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进行神经促

通技术等训练#同时加以肌电生物反馈治疗比单纯应

用神经促通技术疗效更好#肌电生物反馈治疗对急性

缺血性卒中患者患侧上肢功能恢复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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