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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脑性瘫痪的康复治疗

第一节 康复治疗原则

一、不同年龄段康复治疗目标及策略（专家共识）

不同年龄段脑瘫儿童处于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其运动功能、障碍程度及环境状况亦不尽相同[1]。因此，不同年龄段脑瘫

儿童康复治疗目标的制定及康复策略的选择有所不同[2]。

1.婴儿期策略

重点围绕对婴儿身心发育的全面促进，正常运动功能的建立及异常运动模式的抑制开展康复。通过包括抑制原始反射残

存、促进立直反射（矫正反射）及平衡反应的建立等方法，进行感觉-运动的正确引导，使其建立初级运动功能。多以神经发育

学技术联合应用感觉运动与感觉整合技术为主。

2.幼儿期策略

此期脑瘫诊断已经明确，在智力、语言、思维和社交能力发育日渐增速的同时，运动发育的未成熟性，运动发育与精神发

育、粗大运动与精细运动发育以及各种功能发育的不均衡性，对外界刺激的“过敏”或异常反应所导致的运动紊乱，各类异常姿

势和运动模式、肌张力、肌力、反射等异常，运动障碍的多样性，以及发育向异常方向发展、强化而固定的“顺应性”等趋势最强，

也是儿童迅速形成自我运动模式的关键时期[3]。这一阶段康复治疗的重点应围绕上述特点开展，同时注重心理及社会功能发

育在康复中的作用和影响[4]。

3.学龄前期策略

此期脑瘫儿童具备了一定程度的主动运动能力，活动范围和种类扩大，开始主动控制自身的运动和姿势以适应环境。主

动学习能力增强，对技巧性和操作性的运动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学习能力。因此应用生物力学原理，以非固定性支撑或辅助方

法促进良好的运动模式与功能十分必要。康复治疗的重要目标是为入学做准备。诱导及主动运动训练、引导式教育都更为适

用于这一年龄段的儿童。

4.学龄期策略

此期的主要目标是适应学校的环境，应以学会独立、建立计划和处理自我面对问题及需求能力为主[5]。此阶段已经从初级

运动学习为重点转向认知与文化的学习，应减少运动功能康复训练的频率或不进行连续的康复训练[6]。康复治疗的重点应放

在学会如何使用辅助用具，如何增强自理能力和学校学习能力等。精细运动、ADL可能更为重要，设计和开展文娱体育训练，

如马术治疗、游泳训练、自行车训练以及滑冰、球类、跳舞等训练十分有益。应采取多种措施，防止关节挛缩、脊柱侧弯等继发

性损伤的发生和发展。

5.青春期策略

肌肉骨骼的继发性损伤（二次损伤）多于青春期表现，应根据具体情况采用辅助支具或手术治疗[7]。根据脑瘫类型和病情

严重程度及有无并发症，提高患者ADL以及职业能力，逐渐扩大患者的社会交往范围，使其将已获得的功能泛化至日常生活、

社交及适当的工作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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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康复治疗原则

（一）早期发现异常表现，早期干预

证据

0—1岁是大脑发育最迅速和代偿能力较强的时期，目前公认对脑损伤的治疗和干预越早越好[9—10]（2个Ⅳ级证据）。早期

发现异常表现，早期干预是取得最佳康复效果的关键[11]（1个Ⅳ级证据）。早期治疗（详见指南第二章）的同时早期康复训练确

能使大部分脑损伤康复，也可减轻脑瘫儿童伤残程度[12]（1个Ⅱ级证据）。早期干预对降低早产儿脑瘫的发生可能有作用，对智

力及运动发育有明显的提升作用[13]（1个Ⅲ级证据）。对高危新生儿进行早期干预和早期治疗是保证患儿潜在能力最大程度发

挥的途径[14]（1个Ⅲ级证据）。

推荐

早期发现异常表现、早期干预是取得最佳康复效果的关键（推荐强度B级）。

（二）综合性康复

证据

综合性康复是以患儿为中心，组织各科专家、治疗师、护士、教师等共同制订全面系统的康复训练计划，进行相互配合的综

合性康复，以促进患儿的身心康复[15]（1个Ⅳ级证据）。小儿脑瘫康复治疗复杂、见效慢、时间长，需要综合、协调地应用各种治

疗方法和技术，才能使患儿运动、语言和智力等功能达到最佳功能状态[16]（1个Ⅲ级证据）。早期综合康复治疗能全面促进神经

精神发育，减轻残疾[17]（1个Ⅱ级证据）。综合康复治疗不仅能改善脑瘫患儿的姿势异常和粗大运动功能，而且对精细运动、适

应性、语言、个人-社会智能能区及总发育商均有提高作用[18]（1个Ⅲ级证据）。

推荐

脑瘫康复应遵循综合康复治疗原则（推荐强度B级）。

（三）与日常生活相结合

证据

脑瘫患儿的病程长，多伴有不同程度的ADL障碍，其异常运动和姿势模式体现在ADL中，因此康复必须与日常生活活动

紧密结合[19]（1个Ⅳ级证据）。对家长进行健康教育有利于提高脑瘫儿童的ADL[20]（1个Ⅲ级证据）。应通过行为干预、日常生活

能力的训练、心理护理、家长培训与参与等综合措施的实施提高和巩固康复效果[21]（1个Ⅱ级证据）。

推荐

将专业康复治疗融入脑瘫患儿日常生活活动中（推荐强度B级）。

（四）康复训练与游戏相结合

证据

脑瘫儿童同样具有儿童的天性，需要趣味、游戏、轻松愉快的氛围，需要引导、诱发，不断感知、感受、反复学习和实践，从而

建立正常模式，促进身心发育[22]（1个Ⅳ级证据）。患儿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喜好自由的动手动脑、玩耍表达，在游戏中释放压力，

促进情绪和脑的发展[23]（1个Ⅱ级证据）。游戏是患儿学习的最好途径，在康复训练中贯穿游戏，使治疗活动更有趣味，增加脑

瘫儿童康复训练的兴趣和主动性[24]（1个Ⅲ级证据）。有关儿童情绪发展的研究发现，游戏可促进情绪的发展[25]（1个Ⅱ级证

据）。脑科学研究者提出，儿童游戏的早期经验使脑成形并使其具有独特的神经结构，对儿童的智力水平起重要作用[26]（1个Ⅱ
级证据）。游戏介于训练与真实生活之间，有利于脑瘫儿童把所学的技能转移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27]（1个Ⅲ级证据）。

推荐

提倡康复训练与游戏相结合（推荐强度B级）。

（五）遵循循证医学的原则

证据

循证医学的核心思想是“任何医疗卫生方案、决策的确定都应遵循客观的临床科学研究产生的最佳证据”，从而制订出科

学的预防对策和措施，达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和提高生命质量的目的[28]（1个Ⅳ级证据）。小儿脑瘫康复治疗也提倡遵循循证

医学的原则，防止盲目地强调某种方法的奇妙性、滥用药物，盲目的应用某些仪器设备或临床治疗方法[29]（1个Ⅳ级证据）。

推荐

遵循循证医学原则对于脑性瘫痪的康复治疗十分重要（推荐强度D级）。

（六）集中式康复与社区康复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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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社区康复可以为脑瘫患儿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提供有效的、快捷的康复治疗。此种形式既适合城市，也适合农村[30]（1个

Ⅳ级证据）。正确的社区康复训练为脑瘫儿童康复提供了一个经济、易行、有效的方法，能使更多的脑瘫儿童及早得到康复[31]

（1个Ⅲ级证据）。社区康复有专业康复工作者的指导，把专业治疗融于患儿的社区环境和日常生活中，家长积极参与康复训

练，可以提高脑瘫儿童全面康复效果[32—33]（1个Ⅱ级证据，1个Ⅲ级证据）。

推荐

社区康复是脑瘫儿童康复治疗的重要途径（推荐强度B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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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不同类型脑瘫康复治疗策略

一、痉挛型治疗策略

证据

综合、全面的小儿脑瘫康复治疗（包括运动疗法、作业疗法、言语训练、感觉统合训练、引导式教育以及手术治疗等）可改善

脑瘫儿童的运动、言语、行为和认知、社会交往与社会适应能力，优于单项治疗[1—2]（2个Ⅱ级证据）。

1.运动疗法、作业疗法、物理因子治疗及中医治疗：原则为降低肌张力，提高拮抗肌的收缩；扩大关节活动度；抑制异常姿

势反射，学会主动运动；提高平衡能力；鼓励进行自发的活动；诱发随意性的、分离性的运动。

（1）早期干预治疗：应用Bobath 疗法可抑制异常肌张力及原始反射，促进正常运动发展[3]（1个Ⅱ级证据）；Rood 刺激法可

激活和放松肌肉，两种方法联合应用能显著提高脑损伤综合征儿童的运动功能[4]（1个Ⅱ级证据）；神经发育治疗（neurological

developmental treatment，NDT）可减少对关节的异常压力，预防继发的损伤和畸形[5—6]（2个Ⅱ级证据）。

（2）年长儿的治疗：按摩、针灸、中药熏洗等可促进体液循环、松解软组织粘连，减低肌肉痉挛，扩大关节活动范围[7]（1个Ⅱ
级证据）。神经肌肉电刺激对未产生主动运动（痉挛肌肉）的拮抗肌进行刺激可增强肌肉力量，高强度的电刺激对增强股四头

肌肌力疗效优于低强度或者电池供电的电刺激[8—9]（1个Ⅰ级证据，1个Ⅱ级证据）；牵张（伸展）训练可预防因痉挛引起继发的肌

肉、肌腱甚至骨关节的畸形[10]（1个Ⅱ级证据）；减重支持训练可提高痉挛性双瘫儿童步行能力[11]（1个Ⅱ级证据）。强制性诱导

运动疗法可以提高痉挛型偏瘫儿童患侧上肢和手的运动功能，并改善精细运动和粗大运动功能[12]（1个Ⅱ级证据）；以改善患儿

整体功能为中心的运动和作业疗法更有利于提高患儿的运动功能、灵活性和社会参与能力[13—15]（1个Ⅰ级证据，2个Ⅱ级证据）；

脑功能生物反馈疗法能有效地提高痉挛型脑瘫患儿的注意力水平[16]（1个Ⅱ级证据）。

2.矫形器及辅助器具的应用：常用的矫形器有足弓垫、踝足矫形器、矫形鞋、髋关节矫形器等，作用是稳定关节的活动，控

制肌肉、肌腱的挛缩，矫正和预防畸形的发生，辅助抗重力伸展活动实施，以及抑制异常的运动模式[17—18]（1个Ⅰ级证据，1个Ⅱ
级证据）。常用的辅助器具有座椅、轮椅、助行器、各种新开发的多功能键盘和辅助沟通系统装置等，可改善患儿的生活自理能

力，完成短距离和长距离间的转移，提高生活质量和满意度[19]（1个Ⅰ级证据）。

3.教育康复：提高脑瘫儿童认知能力，使被动治疗变为主动、积极参与。其中引导式教育可在改善儿童肢体位置、增强日

常生活活动能力和粗大运动功能，以及提高儿童的智能发育方面有积极作用[20—22]（3个Ⅱ级证据）；对脑瘫儿童分阶段有针对性

地采取医疗与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可改善他们的生活独立性和综合功能水平[23—24]（2个Ⅱ级证据）。

4.言语治疗：经过语言训练，可改善脑瘫儿童交流态度，改善构音障碍，提高交流能力；应用语音发音技巧和家庭配合训练

可改善语言功能[25—26]（2个Ⅲ级证据）；头针结合言语治疗等对脑瘫儿童语言功能的康复作用优于单纯康复治疗[27]（1个Ⅱ级证

据）。

5.药物治疗：减低痉挛药物包括局部肌肉注射A型肉毒毒素是一种有效的、基本安全的方法[28—32]（2个Ⅰ级证据，3个Ⅱ级

证据）；地西泮可普遍缓解肌张力增高，适于短期服用，其副作用主要包括共济失调、困倦[33]（1个Ⅰ级证据）；替扎尼定也可以考

虑使用，应注意其副作用，有证据证明丹曲林[34]（1个Ⅱ级证据）、口服巴氯芬或鞘内注射巴氯芬有一定疗效[35—36]（2个Ⅲ级证

据）。

6.手术治疗：当发现脑瘫儿童肢体肌肉肌腱的痉挛（挛缩）制约了运动功能的进一步发展时，需要实施相应的外科治疗，以

减低痉挛、矫正畸形、改善功能和改善生活质量。传统的软组织松解延长手术可矫正固定性挛缩和畸形，改善运动功能，选择

性脊神经后根切断术和选择性周围神经切断术可以使部分肌张力下降，使关节活动度和肢体控制能力增强，功能明显好转[37]

（1个Ⅰ级证据）。

7.家庭护理：家庭康复护理可促进门诊脑瘫儿童康复效果[38—39]（2个Ⅲ级证据），针对性的家庭护理可以明显改善脑瘫儿童

的肢体运动功能, 减少儿童的病残率, 促进脑瘫儿童的康复[40]（1个Ⅱ级证据）。家长要充分了解对痉挛型脑瘫儿童的护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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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皮肤黏膜的完整性、良好姿势的保持以及维持软组织的长度；手术后家庭护理应注意预防并发症，防止肌肉萎缩、关节僵

硬，解除支具后注意关节被动活动、牵伸跟腱、站立和平衡训练、步态和步行训练等。

推荐

1.综合、全面的小儿脑瘫康复治疗可作为临床康复的一种选择（推荐强度A级）。

2.早期干预方法可选择神经发育治疗（NDT）（推荐强度A级）、Bobath（推荐强度B级）、Rood（推荐强度B级）、按摩、针灸、

中药熏洗等（推荐强度B级）。

3.牵张（伸展）训练可作为预防因痉挛引起继发的肌肉、肌腱甚至骨关节畸形的一种方法（推荐强度A级）。

4.以改善患儿整体功能为中心的运动和作业疗法更有利于提高儿童的综合能力（推荐强度A级）。

5.痉挛型偏瘫儿童强制性诱导运动疗法可作为改善患者精细运动和粗大运动功能的一种选择（推荐强度B级）。

6.神经肌肉电刺激可作为增强痉挛肌的拮抗肌肌肉力量的一种选择（推荐强度B级）。

7.矫形器的合理应用是稳定关节、控制痉挛、矫正畸形的一种选择（推荐强度A级）。

8.辅助器具的合理应用是提高自理能力、转移能力和生活满意度的一种选择（推荐强度A级）。

9.引导式教育可作为改善脑瘫儿童智力、日常生活能力和粗大运动功能的一种选择（推荐强度B级）。

10.头针结合言语治疗可作为改善脑瘫儿童语言功能的一种选择（推荐强度B级）。

11.局部肌肉注射A型肉毒毒素是缓解局部肌肉痉挛的一种选择（推荐强度A级）。

12.地西泮是缓解普遍肌张力增高的方法之一（推荐强度A级），替扎尼定、丹曲林可考虑使用（推荐强度B级），也可应用口

服巴氯芬或鞘内注射巴氯芬（推荐强度C级）。

13.合理的手术治疗可作为缓解痉挛、矫正畸形、改善功能和生活质量的一种选择（推荐强度A级）。

14.家庭护理可作为减少儿童的病残率、促进脑瘫儿童康复的一种选择（推荐强度B级）。

二、不随意运动型治疗策略

证据

综合、全面的小儿脑瘫康复治疗效果优于单项治疗（证据同痉挛型）。

1.运动疗法、作业疗法和物理因子治疗：原则为抑制异常的肌紧张和非对称姿势；通过压迫、负重、抵抗等方法提高肌肉同

时收缩能力；进行持续性的中间位的姿势控制；给予适当的刺激，进行感觉的强化教育以提高平衡能力；运动疗法可运用Bo-

bath法、Vojta法等神经发育疗法，也可综合采用其他方法（证据同痉挛型）。

高压氧治疗无助于促进不随意运动型脑瘫儿童的运动和智能发育，同时其治疗的副作用值得关注[41]（1个Ⅱ级证据）；以改

善儿童整体功能为中心的运动和作业疗法更有利于提高儿童的运动功能、灵活性和社会参与能力（证据同痉挛型）。

2.矫形器及辅助器具的应用：证据同痉挛型。

3.教育康复：证据同痉挛型。

4.中医康复疗法：穴位按摩疗法、推拿、针刺治疗可促进脑细胞的功能代谢、改善局部微循环以及促进肌肉和神经末梢的

功能活动，改善脑瘫儿童的综合功能[42]（1个Ⅱ级证据）；针刺拮抗肌治疗手足徐动型脑瘫更有效，能提高运动功能，优于针刺主

动肌[43]（1个Ⅱ级证据）。

5.言语训练：吞咽训练可改善不随意运动型脑瘫儿童流涎和语言、摄食障碍，在言语训练时可以使其异常姿势得到抑制、

构音器官运动得到提高，从而使其语言功能障碍得到改善[44]（1个Ⅱ级证据）。

6.药物治疗：多巴丝肼治疗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有效,不良反应轻且短暂。用量与效果不存在相关性[45—46]（2个Ⅱ级证据）。

7.家庭护理：证据同痉挛型。

推荐

1.痉挛型推荐中的第1、4、9、10、14条仍适用于不随意运动型。

2.综合治疗的基础上选用中医穴位按摩、推拿、针刺治疗可作为改善不随意运动型脑瘫儿童综合功能的一种选择（推荐强

度B级）。

3.高压氧治疗无助于促进不随意运动型脑瘫儿童的运动和智能发育（推荐强度B级）。

4.吞咽训练可改善不随意运动型脑瘫儿童流涎和语言、摄食障碍（推荐强度B级）。

5.多巴丝肼可以作为不随意运动型脑瘫药物治疗的一种选择（推荐强度B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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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济失调型治疗策略

证据

综合、全面的小儿脑瘫康复治疗效果优于单项治疗（证据同痉挛型）。

1.运动疗法、作业疗法和物理治疗：证据同痉挛型。

2.言语治疗：证据同痉挛型。

3.教育康复：证据同痉挛型。

4.家庭护理：证据同痉挛型。

推荐

痉挛型推荐中的第1、4、9、10、14条仍适用于共济失调型。

四、混合型治疗策略

证据

综合、全面的小儿脑瘫康复治疗效果优于单项治疗（证据同痉挛型）。

1.运动疗法、作业疗法和物理因子治疗：临床上以中度痉挛与不随意运动混合型多见，运动疗法的原则基本同痉挛型儿童

的治疗；抑制异常姿势模式及抑制痉挛；训练应特别注意抑制全身异常，特别是头、肩及肩胛带等部位；提高姿势控制，对称性

姿势的保持；主动运动的诱发以及平衡能力的训练。运动疗法可运用Bobath法、Vojta法等神经发育疗法，也可综合采用其他

方法（证据同痉挛型）。

2.教育康复：证据同痉挛型。

3.言语治疗：证据同痉挛型。

4.手术治疗方案是个体化的，立体定向核团毁损术能明显改善肌僵直和肌张力不全的部分，选择性脊神经后根切断术(se-

lective posterior rhizotomy，SPR)则缓解肌强直的部分；矫形手术配合康复训练可改善痉挛型伴不随意运动型患者的语言障

碍、斜视、肢体灵活性、运功功能，其方法优于周围交感神经剥离术合引导式教育[47]（1个Ⅱ级证据）；以痉挛为主伴有手足徐动

是混合型脑性瘫痪的手术指征，选择性脊神经后根切断术合并选择性脊神经前根切断术（selective anterior rhizotomy，SAR）不

但能够有效地解除肢体痉挛，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手足徐动[48]（1个Ⅱ级证据）；改良颈动脉外膜交感神经切除术+迷走神

经孤立术对提高疗效有重要意义[49]（1个Ⅱ级证据）。

5.家庭护理：证据同痉挛型。

推荐

1.痉挛型推荐中的第1、4、9、10条仍适用于混合型。

2.针对混合型脑瘫的个体差异，可选择相应的手术治疗（推荐强度B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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