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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脑卒中患者病后常遗留手部运动功能障碍问题，严重影响后续生活，成为各方面关注的重点。本文综述

脑卒中后手功能障碍的常见康复疗法，发现它们均有一定的疗效，能够有效提高手部运动功能，但都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应在临床实践工作中还需要探索更科学、高效、安全和经济的康复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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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oke patients often leave behind the problem of hand motor dysfunction after illness, which se-
riously affects their subsequent life and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all aspects. This pa-
per summarizes the common rehabilitation therapies for hand dysfunction after stroke, and finds 
that they all have certain curative effects an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hand motor function, but 
they all have certain limitations. In the future, more scientific, efficient, safe and economical reha-
bilitation methods should be explored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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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脑卒中又称为“中风”，是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要病因。据《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 2020》调查

显示，截止 2019 年我国脑卒中患者人数约 1704 万，患病率达 1700/10 万，整体呈上升趋势[1]。随着我

国医疗条件的改善，脑卒中患者平均寿命有所提高，但大多数患者仍有不同的肢体功能障碍[2]，包括感

觉障碍、运动障碍、协调障碍与灵活度下降等[3]，约 80%的脑卒中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上肢手部功能障

碍，约 65%的脑卒中患者在病后 6 个月仍存在一定程度上肢手部功能障碍[4]，仅约 12%的脑卒中患者经

治疗后手部功能有较好的恢复[5]。脑卒中患者的手部功能障碍主要表现为偏瘫侧肌肉无力、肌张力异常、

痉挛、活动范围受限与运动控制异常等[6]，从而影响日常生活中手部的精细运动，导致生活质量下降。

因此，促进脑卒中患者手部功能康复已成为康复治疗的重点。本文就脑卒中患者健康教育及目前临床常

见的康复疗法进行研究总结，旨在为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治疗提供参考。 

2. 研究进展 

2.1. 认知行为干预相关研究 

脑卒中手部功能障碍患者的康复过程很漫长，常由于自身躯体障碍、心理方面、家庭、经济负担、

社会等多方面影响出现各种不良情绪，从而抗拒康复治疗，因此在康复治疗中对患者进行认知行为干预

非常重要[7] [8]。相比于其他康复疗法而言，向患者普及康复的基本知识与心理疏导，能够更好的提高患

者自身的信心。康佳等[9]对患者进行康复护理，证实通过加入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及时对患者进行不良

情绪疏导，患者预后结果非常好，日常活动能力有较大提升。吴际军等[10]研究表明，在康复期对脑卒中

患者进行认知行为干预，通过改变心理认知来促进行为改变，能够明显提高患者的康复自我效能的水平

与功能锻炼的依从性，从而促进运动功能的改善，提高康复治疗效果。石东辉[11]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进行

社区赋能教育，能够提升患者的肢体功能，有助于降低卒中复发率。 

2.2. 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相关研究 

tDCS 作为脑卒中患者上肢手部功能康复的新型脑刺激技术，因其具有强度低、无创、安全、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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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优点，而被广泛应用[12]。其原理是通过电极片释放微弱的直流电作用于头颅表面，增强或抑制神经细

胞兴奋性。其设备由阳极和阴极两个电极片构成，其中阳极的作用是增强神经细胞兴奋性，阴极则起抑

制作用。在多数相关研究中，常将阳极放置于患侧上肢的初级运动区，阴极放置于健侧上肢的初级运动

区，从而调控双侧大脑半球的神经细胞兴奋性平衡[13] [14]。有研究表明，脑卒中患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

tDCS 治疗后，通过九孔柱与 Jebsen-Taylor 对手功能评分，发现患者的评分较治疗前有所改善，并且患者

的书写能力有一定的提高，治疗结果显示患者明显减少患侧手指完成康复动作的时间[15]。Romero 等[16]
通过实验证明，脑卒中后手功能偏瘫患者在 tDCS 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大脑皮质兴奋性有所提高，改善

了患侧手的灵活性，患者完成手指功能性动作的时间明显缩短。无创的 tDCS 在治疗脑卒中患者的手部

功能障碍方面显示出巨大的潜力[17]。 

2.3. 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相关研究 

rTMS 是经颅磁刺激(TMS)进一步研究所得的产物，其基础原理是电磁感应，通过将电磁线圈固定在

患者颅脑的不同功能区，电磁线圈产生规律磁场刺激大脑运动皮层神经元兴奋性的变化，从而修复神经

通路，改善患者的上肢活动能力[18] [19]。而不同磁场频率的治疗效果也不同，如采用频率大于 1HZ 的

磁场刺激则会提高大脑皮质代谢，增加脑血流量；而采用频率小于 1 Hz 的磁场刺激则作用效果相反[20]。
有研究表明，使用高、低频 rTMS 治疗分别两组患者后，两组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但高频组的疗效明显高于低频组[21]。Askin [22]将 40 例慢性缺血性脑卒中后上肢偏瘫患者分为两组，第

一组进行常规的理疗，另一组在进行常规理疗的同时，给予健侧初级运动区低频 rTMS 治疗，结果证实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可有效改善患者上肢运动功能。rTMS 能够调节大脑皮质的兴奋度、促进神经通路的

修复、影响脑血流量，在卒中康复的应用日趋广泛[23]。 

2.4. 运动想象疗法(MIT)相关研究 

MIT 在脑卒中康复治疗中的应用一直备受关注，并在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应用。MIT 可以通

过想象和视觉化的方式，激活患者的神经系统，帮助恢复他们的运动能力。部分研究表明，与其他康复

疗法相比，运动想象疗法具有不需要特殊设备、场地、入选标准低等优点，不依赖于患者肢体残存的运

动能力，又与患者的主动性相关，在有效性、无创性及经济适用性方面存在明显的优势[24]。有学者研究

表明，脑卒中后肢体偏瘫患者通过采用 MIT 进行康复治疗能够有效改善肢体的运动功能与平衡能力[25]。
孙莉敏等[26]利用 fMRI 研究了 MIT 对恢复期脑卒中上肢康复存在的脑重塑机制，结果表明 MIT 对脑卒

中上肢功能的恢复存在募集激活和集中激活两种不同的脑重塑模式，两种模式从量变和质变提高了对侧

感觉运动区向脊髓运动神经元输出信号的效率，从而提高恢复期脑卒中患者的上肢功能。此外，运动想

象疗法还可以减轻脑卒中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症状，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27]。虽然运动想象疗法在脑

卒中康复治疗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和挑战[28]。而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

展，相信运动想象疗法或将成为脑卒中康复治疗中一个重要的治疗手段。 

2.5. 强制运动疗法相关研究 

强制运动疗法是美国学者经过多年研究提出的一种康复训练方法，是脑卒中偏瘫患者肢体功能康复

的一种重要治疗手段[29]。研究表明，强制运动疗法可以提高患者的运动能力、运动速度、平衡能力和日

常生活能力[30]。特别是在训练大肌肉群的情况下，强制运动疗法能够通过强制性、重复性和高强度的训

练，改善患者的运动功能[31]。强制运动疗法在康复的早期阶段就应用于脑卒中偏瘫患者的肢体功能康复

中，可促进偏瘫肢体的运动恢复。有研究表明，改良强制性运动疗法联合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可协同提

https://doi.org/10.12677/ns.2023.123052


何圆斌 等 
 

 

DOI: 10.12677/ns.2023.123052 371 护理学 
 

高脑卒中患者患侧大脑皮质兴奋性，促进半球间平衡重建，有助于患侧皮质脊髓束功能修复，进而改善

偏瘫上肢运动功能[32]。在文献报道中，改良强制运动疗法可以通过训练促进肢体的运动和功能恢复，对

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生活质量改善有积极意义[33]。虽然强制运动疗法在脑卒中偏瘫患者肢体功能康复中

应用广泛，但它也面临着一些实践问题。例如，强制性运动疗法若过度使用对患者健肢会产生孤立作用，

若不进行协调配合，即使是能提高患者的患肢功能，也无法将这种功能良好的运动到日常生活与工作中

去[34]。总之，强制运动疗法是一种有效的脑卒中康复治疗手段，但需要全面考虑患者的病情和治疗需要，

才能帮助更多的脑卒中患者恢复。 

2.6. 康复机器人相关研究 

何谓康复机器人，即指能自动执行指令任务的人造机器装置，用来代替或协助人体的某些功能恢复，

从而在康复医疗领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35]。在临床上，传统的康复治疗依赖于人工，治疗效果取决于康

复医师的治疗水平和医疗经验，对人工依赖性较大，而康复机器人应运而生，康复治疗医师们则在对患

者的康复治疗过程中利用康复机器人进行个人精准化的辅助治疗，并且康复机器人还具备重复性好，治

疗强度可控等的特点。通过上述的辅助治疗之后可以达到减少康复所需时间，促进病患在特定部位功能

的恢复并减轻在治疗患者时医疗卫生服务人员所面临的压力，从而获得更高医疗效益的目的。随着近几

年的科技创新潮康复机器人的种类也在不断地衍生，目前在我国使用较广泛的主要有针对上肢、手指和

下肢的康复机器人[36]，而其在脑卒中偏瘫康复中主要应用在身体特定肢体部位的功能康复等方面。据证

实有研究人员通过康复机器人辅助治疗使得慢性脑卒中患者在肢体肌力及功能等方面均有改善，因此

Chiavenna A、Caimmi M 和 Scano A 的研究就表明康复机器人的治疗可以有效地使得脑卒中患者在一定

程度上的功能康复[37]。近年来的临床研究表明，康复机器人技术对脑卒中康复非常有益，可显著改善脑

卒中患者的康复效果和生活质量。这是由于机器人能够提供个性化的一对一训练，在训练过程中精确记

录患者的康复进展，帮助制定更适合患者的康复方案。在康复机器人辅助手臂训练方面，机器人能帮助

患者恢复手臂的肌肉力量和手指抓握力捏力，提高手臂的动作协调性和精细动作能力。在下肢功能训练

方面，机器人康复技术可以提高患者的下肢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改善其日常生活能力。随着科技发展，

机器人康复技术也将不断更新和完善，为患者提供更为精确和先进的康复治疗方案[38]。 

2.7. 镜像疗法相关研究 

镜像疗法最早由 Ramachandran 等研究者在二十世纪末期提出，最早是用作于治疗患者截肢后的幻肢

痛，后有研究者逐渐证明其对脑卒中患者的上肢功能障碍康复效果显著[39]。其原理为平面镜成像，即将

一面镜子垂直放置于患者的两侧上肢之间，镜面朝向健侧上肢，背面朝向患侧上肢，指导患者运用健侧

上肢规范完成各项康复动作，同时观察镜中的成像，将注意力转移到患侧上肢，使大脑产生一种患肢活

动正常的错觉，促使患侧上肢尽可能模仿并完成康复动作，如果患侧上肢自身完成动作较为困难，则可

以由医师协助完成[40] [41]。研究表明，脑卒中患者与健康人在特定脑区的激活模式存在差异。然而，研

究人员 Wang 等发现[42]，经过镜像错觉的训练后，观察手对侧脑区的激活同样能得到激活。此外，研

究者丁力等通过对成像设备的改良，利用多模态的镜像疗法和数据化管理技术，对模拟的手部康复视频

进行训练，在视觉反馈系统输入刺激信息，并将合成的虚拟影像反馈到患部，促进大脑的视错觉形成，

从而更有效地恢复患者上肢运动感觉功能[43]。这些研究表明，镜像疗法通过输入刺激信息，引发大脑特

定区域的神经元动作电位，从而促进大脑运动区发生功能重组，更有效地恢复上肢功能。在未来，镜像

疗法有望作为康复治疗的有效手段，利用先进的技术让大脑形成视觉错觉，以更好地恢复患者的运动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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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脑机接口技术(BCI)相关研究 

BCI 通过采集大脑皮层神经元活动的脑电信号，经过算法处理后，转化为可被计算机识别与处理的

信号，并输出为康复训练器的具体指令，控制并引导手部进行主动或被动的康复运动，促进大脑皮层形

成新的神经纤维传导，使患者的偏瘫肢体提高一定运动能力[44]。BCI 康复训练具有无创性、有效性、安

全性[45]，能对上肢康复形成常规治疗手段无法产生的效果，单独治疗和联合其他疗法治疗均有成效，有

良好前景。采用 BCI 可增强脑卒中后偏瘫患者的运动认知程度，有效提高上肢运动能力[46]。刘小燮[4]
通过研究证实，对脑卒中患者采用 BCI-FES 进行治疗可促进中枢神经通路的重塑。有研究表明，脑机结

合康复系统可促进脑卒中患者对应的脑区激活[47] [48]，促进患侧手部功能的康复，提高神经功能的可塑

性，能够有效缓解患侧手部的手指和腕关节的肌肉痉挛程度，并显著增强患者上肢的肌肉力量，提高灵

活性与协调性，对上肢手功能的康复有一定的疗效[49] [50]。BCI 是实现人机交互式康复训练的一个重大

研究突破，但在信号采集过程中也具有易被外界干扰的问题，对手的控制能力也是一个重大挑战[51]。 

2.9. 虚拟现实技术(VR)相关研究 

VR 是二十世纪的信息技术，以计算机为基础，模拟视觉、触觉、听觉等感知觉为一体的虚拟环境，

能令使用者有身临其境的真实体验感。近年来，VR在康复治疗领域被认为是最具潜力的新兴技术之一[52] 
[53]。脑卒中患者由于运动神经受损无法支配上肢肌肉关节活动。但患者的视觉、听觉和思维是仍旧是正

常的，当患者进入在虚拟现实世界中，大脑将产生肢体运动的错觉，从而刺激运动神经的恢复[54]。有研

究者将 VR 运用于脑卒中后上肢功能障碍的康复治疗中取得了不错的疗效，在脑卒中上肢功能障碍方面

具有临床应用的可行性[55]。区瑞庆等[56]采用 VR 技术结合任务导向性训练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进行治

疗，其结论证明该治疗模式能够有效缓解患侧肢体的肌肉痉挛，改善肢体运动功能、提高协调性。赵一

瑾等[57]运用 VR 对卒中后上肢功能障碍患者进行分组对照实验的康复治疗，疗程结束后实验组患者上肢

运动功能的 FTHUE-HK 分级、BI 评分、FMA-UE 评分相较于观察组均有明显改善。有关 VR 如何高效、

安全的应用于临床康复治疗需要一个长期的研究，才能够得到相关结论。 

3. 小结 

脑卒中患者病后手部功能障碍的康复是一个长期动态变化的过程，应尽早评估手部功能的受损程度

并进行康复治疗，针对不同个体的病情进行针对性治疗，最大程度改善患侧手部运动功能，提高生活活

动能力。本文总结了目前临床脑卒中后手部功能障碍的几种常用疗法，均取得了一定的疗效，能够有效

提高手部运动功能，但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现在如何标准化康复流程与多种疗法的联合治疗，提高治

疗效果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应在临床实践工作中探索科学、高效、安全和经济的康复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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