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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性瘫痪!以下简称-脑瘫."是一组持续存在

的中枢性运动和姿势发育障碍%活动受限症候群#

这种症候群是由于发育中的胎儿或婴幼儿脑部非

进行性损伤所致$脑瘫的运动障碍常伴有感觉%

知觉%认知%交流和行为障碍#以及癫痫和继发性

肌肉%骨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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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瘫临床分型包括痉挛型四肢

瘫%痉挛型双瘫%痉挛型偏瘫%不随意运动型%共济

失调型%混合型#是目前儿童主要致残疾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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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文献中脑瘫的发病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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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出#随着围生医学的发展及新生儿重症监护和救

治技术的提高#低出生体质量新生儿的存活率明

显提高#脑瘫患儿数量呈上升趋势$脑瘫患儿的

训练提倡以综合训练为主#除传统的运动治疗%作

业治疗%言语治疗等之外#心理疗法%感觉统合训

练等治疗方法也逐渐在临床中得到认可$其中感

觉统合训练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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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属于
$

\

级推荐指标的训

练项目$现就国内外感觉统合训练在脑瘫中的应

用进展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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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瘫患儿由于各种因素导致脑损伤#不仅影

响运动功能%智力水平#还导致感觉功能障碍#使

感觉信息不能在中枢神经系统进行有效地组合#

以致网状激活上行机制不平衡#对各种刺激没有

足够的抑制#机体不能作出适当的应答#整个身体

不能和谐有效地运作$感觉统合是
!"2"

年由美国

心理学家爱尔丝博士提出的一个观点#爱尔丝博

士指出感觉统合是人类处于外界不同环境中时#

各感觉器官从环境中获取信息#通过视觉%听觉%

嗅觉%味觉等穿入大脑#大脑将传来的信息进行统

合分析#作出正确应答#以促进机体在外界环境中

和谐运作#适应环境$感觉统合训练是针对儿童

感觉统合功能失调的有效治疗方法#该方法最早

是用来提高儿童学习能力#随后被引入治疗孤独

症%多动症等#近几年在脑瘫训练中应用也逐渐增

多)

#$!'

*

$感觉统合训练通过针对脑瘫患儿的特

点#应用特制的器材和科学的设计#以游戏的形式

进行训练#最大限度调动患儿参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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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统

合训练为脑瘫患儿提供了大量的感觉刺激#包括

内耳前庭觉%本体感觉和皮肤触觉#这三种感觉信

息在脊髓%前庭核%内侧纵束%脑干网状结构%小脑

及大脑皮质等多级神经中枢中进行整合加工#并

形成运动方案#使患儿对外界刺激做出良好的顺

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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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统合训练在脑瘫患儿训练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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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统合训练对步态的影响
!

现代研究表

明#参与步行的运动是自动的#中枢模式发生器对

基本的%节律性的运动起作用$虽然中枢模式发

生器能产生刻板的运动模式#但保证步行的准确

性和变化及时性需依赖高级中枢的控制和来自肢

体的感觉反馈的协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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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彩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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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对痉挛型脑瘫患儿在常规康复训练基础上增加感

觉统合训练项目#采用足印法对所有受试对象进

行步态分析#得出其更有利于改善痉挛型脑瘫患

儿步态#包括步行足长%步宽和步速$张雁等)

!*

*通

过对脑损伤患儿进行分析#发现肢体障碍程度不

同患儿的感觉统合测试结果成正比#运动障碍越

重#感觉统合能力越差#主要表现在本体觉和重力

感觉信息的处理$通过感觉统合训练可改善大脑

感觉处理的能力#对外界做出良好的顺应性反应$

适合的运动治疗能帮助患儿纠正异常的步行模

式#恢复其缺失的步态成分#但物理治疗室的步行

环境比较单一#而丰富多彩的感觉统合训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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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导患儿主动参与治疗的同时#也为患儿提供

了丰富的步行环境#给合患儿感觉统合障碍的类

型#给予适量的感觉刺激#帮助其达到真正的功能

性独立$

&%&

!

感觉统合训练对立位平衡的影响
!

当体位

或姿势变化时#中枢神经系统将内耳前庭觉%本体

感觉和皮肤触觉
)

种感觉进行整合#迅速提取有用

信息#判断人体重心的准确位置和支持面情况#从

而提高其运动稳定性$

X.4;5<A

运用计算机动态

姿势图对
!'

例脑瘫患儿的平衡障碍进行了系统检

测#通过对有关平衡的所有成分逐一进行筛查发

现#脑瘫患儿平衡功能的异常主要是由于肌肉收

缩不协调和感觉功能缺陷或两种障碍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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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丽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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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显示#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受

试对象各项立位平衡参数均改善#而增加感觉统

合训练项目的患儿疗效优于单纯常规康复治疗$

日常生活的每个动作均需通过调整身体来保持平

衡#而这种调整的技能需在不同环境中反复体验

而学习$感觉统合训练以活动为向导#帮助患儿

将环境和自身相互作用#在体验中寻找身体和环

境关系的必要信息#从而提高患儿的平衡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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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统合训练对粗大运动的影响
!

N!Q

!

#)Q

的脑瘫患儿伴有触觉分辨障碍#即不能对触

觉信息进行定位#实体感觉不佳%两点辨别能力低

下%图形觉下降#不能分辨尖或钝的刺激#不能将

环境信息在大脑中呈现#因而无法完成堆积木等

精细动作'分辨障碍与动作计划障碍常加重运动

障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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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年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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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粗大运动与精细活

动以
)n&

的比例相结合#利用球%隧道%晃动的平

衡木%滑梯%滑板等设备#在治疗活动中提供视觉%

听觉与活动的多种刺激#激发患儿兴趣#增加其运

动的依从性#提高粗大运动能力$刘晓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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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李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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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也证明在综合康复的基础上增

加感觉统合训练#治疗后患儿粗大运动功能测试

量表!

VLKL

"改善程度显著提高$但刘晓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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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提出感觉统合训练对于具备扶站%独立站

立和行走能力并有一定理解能力痉挛型脑瘫患儿

运动功能的改善可以肯定#对于还不具备站立%行

走能力的痉挛型脑瘫患儿的改善效果有待进一步

研究和探讨$通过感觉统合训练给患儿大量的前

庭觉%触觉%本体觉等方面的刺激#不断地调整患

儿在活动中的觉醒度#最大限度地提高患儿内在

动力参与活动#通过游戏环节提高患儿运动计划

能力#从而从整体上提高患儿的粗大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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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统合训练对智力的影响
!

感觉统合训

练涉及大脑%心理%躯体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训

练不仅包括生理上#也包含心理学概念#在轻松%

鼓励的气氛下#患儿在训练中获得熟练的感觉#提

高其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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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感觉统合训

练对治疗感觉统合功能失调患儿疗效显著#可显

著改善患儿智力发展#促进患儿运动%动作技能的

平稳#为患儿提高智力奠定基础$吴彩虹等)

&'

*研

究表明#感觉统合训练联合音乐疗法可显著提高

脑瘫患儿智力发育及运动功能恢复$关爱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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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对
N

!

!!

岁脑瘫患儿实施感觉统合训练

有利于改善智力发育水平%提高自主生活能力#对

改善患儿预后有重要作用$脑瘫患儿主要表现为

运动和姿势的异常#但同时有些患儿会伴有智力

障碍#严重影响儿童心理健康#为家庭社会带来沉

重负担$因此针对脑瘫治疗在积极纠正患儿运动

障碍及姿势异常的同时#有效改善患儿智力障碍

对于患儿心身健康发展同样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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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统合训练在视觉功能的研究
!

脑瘫患

儿
#'Q

有其他伴随症状及共患病#包括智力发育

障碍!

*&Q

"%癫痫!

N*Q

"%语言障碍!

)(Q

"%视觉

障碍!

&(Q

"%严重视觉障碍!

(Q

"%听力障碍

!

!&Q

"以及吞咽障碍等)

&

*

$患儿斜视的发病机制

可能主要与脑组织损伤所致的运动和中枢两个环

节的障碍有关$周安艳等)

&&

*研究提示单纯采用感

觉统合治疗技术对大多数
)

岁以下脑瘫患儿斜视

是有效的#疗效与年龄有关#年龄愈小#疗效愈好$

脑组织在
)

岁前修复及代偿能力最强#可塑性大#

恢复能力也强#可能是采用感觉统合治疗斜视的

神经解剖与神经生理学基础#但目前关于感觉统

合对斜视有效性的研究较少$动物实验表明对脑

损伤的动物进行康复训练#利用丰富环境刺激可

促进新神经元的生长%树突发芽$研究)

&)

*显示#康

复训练或药物的刺激有助于稳定或强化大脑皮质

回路%大脑的功能重组#建立起新的信息处理%加

工%分析的神经环路#有利于整体康复#感觉统合

的训练使个体在外界环境刺激下和谐有效的运

作$赵雅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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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利用视觉统合训练#如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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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训练%视协调追踪训练%视
$

动记忆力训练等

可以提高视空间记忆能力$多种感觉的输入#可

能提高了尚未完全丧失细胞的活性#促进功能正

常脑区的活动和代偿能力#让其在有限的时间内

处理更多的信息#让视觉处理能力得到提升和

改善$

E

!

结
!!

语

感觉统合训练能提高患儿中枢神经系统对运

动的整合功能#提高患儿调节感觉信息的能力#克

服感觉信息接收和处理问题#提高患儿组织能力%

学习能力%运动计划能力%集中注意力的能力#有

助于脑瘫儿童健全的人格发育$由于患儿感觉统

合失调的严重程度不一样#失调的类型不同#感觉

统合训练的具体内容则应保证不同的侧重点#使

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因此在临床实际操作中根

据患儿年龄%病情和失调特点进行不同的感觉统

合训练十分重要$基于以上感觉统合训练在脑瘫

患儿中的应用研究#目前对痉挛型脑瘫患儿研究

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对其他类型的脑瘫研究比较

少$研究主要聚焦在粗大运动%立位平衡%步态%

智力方面疗效为主#而精细运动%注意力等方面的

研究较少$今后需不断深入探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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