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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强化蹲-起训练联合核心稳定性训练对脑卒中
偏瘫患者坐-站转移能力及步态对称性的影响

孙良文 1，黄杰 1，段强 1，卢敏 1，韦春霞 1，刘欢 1，黄肖群 1，王刚 2

作者单位

1. 三峡大学人民医

院·宜昌市第一人

民医院康复医学

科

湖北 宜昌 443000

2. 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附属协和

医院康复医学科

武汉 430000

基金项目

湖北省卫生健康科

研 基 金 资 助（No.

WJ2019H502）；

湖北省宜昌市科技

局科技计划项目

（No. A9-301-21）；

三峡大学科学基金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No. KJ2018A010）

收稿日期

2020-12-22

通讯作者

黄肖群

624629560@qq.

com

摘要 目的：探讨强化蹲-起训练及核心稳定性训练对恢复期脑卒中偏瘫患者坐-站转移能力及步态对称性

的影响。方法：恢复期脑卒中偏瘫患者50例随机分为常规组和强化组，各25例。2组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

并强化核心稳定性训练，强化组在此基础上增加强化蹲-起训练。训练前、训练6周后分别采用5次坐立测

试（FTSST）评估坐站转移能力，起立-行走计时测试（TUGT）评估坐-站-步行能力，Gait Watch三维步态分析

系统评估步态对称性参数（包括步长偏差、健患侧支撑比值及患健侧摆动比值）。结果：训练6周后，2组患

者FTSST、TUGT测试结果，步长偏差、健患侧支撑比值及患健侧摆动比值均显著低于同组训练前（均P＜

0.05），且强化组低于常规组（均P＜0.05）。结论：强化蹲-起训练联合核心稳定性训练可有效改善恢复期脑

卒中偏瘫患者坐站转移能力及步态对称性。

关键词 脑卒中；蹲-起训练；核心稳定性训练；坐站转移；三维步态分析

中图分类号 R741；R741.05；R743；R493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780/j.cnki.sjssgncj.20200038

本文引用格式：孙良文, 黄杰, 段强, 卢敏, 韦春霞, 刘欢, 黄肖群, 王刚. 强化蹲-起训练联合核心稳定性训练

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坐-站转移能力及步态对称性的影响[J]. 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 2021, 16(8): 472-473, 489.

良好的核心稳定性及下肢功能是脑卒中偏瘫

患者转移能力及步行功能恢复的前提，是影响患者

日常生活能力康复的关键因素。步行功能、平衡及

姿势控制能力障碍是脑卒中偏瘫患者重要的跌倒

风险相关因素[1]。蹲-起动作是转移活动的基础，也

是强化下肢功能的常用训练方法。本研究拟观察

强化蹲-起训练联合核心稳定性训练对脑卒中偏瘫

患者坐-站转移能力及步态对称性的康复作用，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7月至2019年10月三峡大学人民

医院·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治疗的

脑卒中恢复期偏瘫患者。

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

治指南 2014》[2]及《中国脑出血诊治指南 2014》[3]中

脑卒中诊断标准，并经头颅CT和（或）MRI检查证

实；②首次卒中，病程＜6 个月；③年龄 55～80 岁；

④偏瘫，患侧下肢肌力≥3级，站立平衡2～3级；⑤

无明显头晕等影响平衡功能的症状；⑥病情稳定，

无其他影响肢体功能或训练的病史，能配合康复评

定及训练；⑦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合并可能影响训练的疾病；②既

往脑血管病或其他疾病而遗留功能障碍，伴随头晕

等症状；③合并明显认知、言语、视听觉障碍或交流

困难；④小脑及脑干梗死患者；⑤不愿签署知情同

意书。

最终入选50例，男32例，女18例；年龄55～76岁，

平均（67.12±4.84）岁；脑梗死34例，脑出血16例；左

侧偏瘫 31例，右侧偏瘫 19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将患者随机分为常规组和强化组，每组 25例，2组

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

比性，见表1。

1.2 方法

1.2.1 训练方法 常规组采用康复区内的常规康

复训练，训练强度个体化定制，循序渐进，方式包

括：关节活动训练；肌力训练，桥式运动，重心转移

的训练，坐、站位平衡训练，起立训练，步态训练，作

业疗法，MOTO-Med功率自行车训练，日常生活能

力训练等。

强化组在常规组的基础上增加强化蹲-起训练

联合核心稳定性训练。①蹲-起训练：患者站在肋木

前，双脚之间距离与肩同宽，双手抓握肋木或由他

人帮助固定，治疗师站在患者患侧，帮助控制患侧

膝关节和协助伸髋，防止膝关节损伤（必要时佩戴

护膝），并提醒避免不当姿势，让患侧下肢充分负

重。开始时，可训练患者由坐位坐-起训练，逐渐过

组别

常规组

强化组

t或χ2值

P值

例数

25

25

年龄/岁

67.44±4.90

66.80±4.87

0.994

0.645

男/女

15/10

17/8

0.347

0.556

脑梗死/脑出血

16/9

18/7

0.368

0.544

病程/d

48.36±25.24

46.60±21.07

0.396

0.790

左侧偏瘫/右侧偏瘫

17/8

14/11

0.764

0.382

Holden分级/级

4.28±0.61

4.12±0.60

0.933

0.627

表1 2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x±s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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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为蹲-起训练。下蹲由半蹲逐步向深蹲过渡，支持面逐步向平

衡软垫过渡，双足平行逐步向患足置后过渡。遵循训练至疲劳

但不过度疲劳的原则，动作宜缓慢。10次/组，6组/d（上下午各3

组），每组间隔2 min[4,5]。②核心稳定性训练：根据患者功能状态

选择对应训练项目，30 min/次。骨盆控制训练：仰卧位，双下肢

屈髋屈膝，双小腿或双足放于Bobath球上，臀部抬起，双下肢控

球，使骨盆左右旋转；坐位/站位，坐/站于平衡软垫上，保持躯干

稳定。躯干控制训练：仰卧位，双桥逐步向单桥过渡；俯卧位，飞

燕式背伸运动；坐位，Bobath 握手向各方向尽力伸展；跪位，

Bobath 握手控制 Bobath 球各方向滚动；站立位，站于平地上，

逐步向平衡软垫过渡，双足分开距离逐渐减小，各方向取物训

练[6,7]。2组均训练6周。

1.2.2 评估方法 训练前、训练6周后由同一位康复治疗师对2

组患者进行评估。采用 5 次坐立测试（5 times sit to stand test，

FTSST）评估坐站转移能力，起立-行走计时测试（timed up & go

test，TUGT）评估坐-站-步行能力，Gait Watch三维步态分析系统

评估步态对称性参数（包括步长偏差、健患侧支撑比值及患健侧

摆动比值）。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9.0软件处理数据。符合正态分布以及方差齐

性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均数 t检验；

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训练前，2组的FTSST和TUGT测试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训练后，2组的FTSST和TUGT测试结果均低于同

组治疗前，且强化组低于常规组（均P＜0.05），见表2。

训练前，2组的步长偏差、健患侧支撑比值及患健侧摆动比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训练后，2组的步长偏差、健患

侧支撑比值及患健侧摆动比值均低于同组治疗前，且强化组低

于常规组（均P＜0.05），见表3。

3 讨论

脑卒中偏瘫患者由于躯干及骨盆姿势控制系受损，而且合

并患侧下肢肌力下降、肌张力升高、负重能力下降等因素，往往

导致坐-站转移耗时延长、稳定性下降及步态不对称性模式，从

而影响平衡控制能力、降低步行安全性及稳定性。本研究结果

显示，强化组训练 6周后各项指标分别与组内训练前和常规组

训练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强化蹲-起训

练联合核心稳定性训练，可显著改善恢复期脑卒中偏瘫患者坐-

站转移能力及步态对称性，疗效优于常规康复训练。

脑卒中偏瘫患者步态对称性与核心稳定性、下肢功能障碍

程度、步速、步幅、平衡协调功能及步行稳定性密切相关[8,9]，而核

心稳定性、患侧下肢肌肉功能及负重能力是完成坐-站转移的重

要因素[10]。研究发现，在脑卒中恢复期强化患侧股四头肌、腘绳

肌等肌力训练，有利于下肢运动功能、平衡功能及活动能力恢

复，并且对其步行速度和步态对称性也有明显改善[11]。核心稳

定性是运动过程的基本保障，强化核心稳定性训练有利于提高

患者平衡功能及姿势控制、协调能力，为下肢的行走建立支点，

从而改善偏瘫患者步行功能和步态的对称性。本研究蹲-起训

练有利于反复强化坐-站转移动作结构模式，整个过程需要躯干

以及下肢各关节的共同参与，而不同足位及支持面有利于增强

下肢本体感觉、改善双下肢负重对称性，不但可以提高患者下肢

的力量，而且能够有效刺激患者核心肌群以控制躯体的稳定。

无论是下蹲还是站起阶段，人体重心均在不断变化，是动态平衡

训练过程[12-14]，很好地发挥肌肉运动过程中向心收缩和离心收缩

作用，对髋关节、膝关节及踝关节功能有较好的康复作用。另

外，由健侧肌群带动患侧肌群活动，双下肢同步运动有利于改善

双侧肌群活动不对称性，促进双下肢运动肌群的协调运动，帮助

纠正错误代偿动作模式。

由于蹲-起训练对姿势控制能力要求较高，且训练过程中患

者心脏负荷相对较大，老年人群相对风险偏高，故本研究采用低

强度间歇性训练措施，循序渐进，确保安全的同时逐步强化下肢

本体感觉刺激、加强肢体肌力耐力及双下肢负重对称性训练，结

果提示强化蹲-起训练联合核心稳定性训练可有效改善脑卒中

偏瘫患者坐站转移能力及步行活动功能、步态对称性，值得临床

推广。当然，本研究存在一定不足，样本量及干预、随访时间有

限，对其即时效应、长期维持效应、安全性及相关机制仍有待进

一步研究。

组别

常规组

强化组

例数

25

25

FTSST/s

训练前

21.24±6.06

20.66±5.79

训练后

17.04±4.41①

14.47±4.27①②

TUGT/s

训练前

20.14±5.65

19.07±6.72

训练后

15.70±4.75①

13.19±3.53①②

表2 2组训练前后FTSST、TUGT测试结果比较（x±s）

注：与同组训练前比较，①P<0.05；与常规组比较，②P<0.05

组别

常规组

强化组

例数

25

25

步长偏差/cm

训练前

9.04±4.33

9.48±4.35

训练后

5.56±3.99①

3.36±3.19①②

健患侧支撑比值

训练前

1.21±0.08

1.19±0.11

训练后

1.08±0.03①

1.06±0.03①②

患健摆动比值

训练前

1.45±0.21

1.38±0.24

训练后

1.14±0.07①

1.10±0.06①②

表3 2组训练前后Gait Watch三维步态分析结果比较（x±s）

注：与同组训练前比较，①P<0.05；与常规组比较，②P<0.05

473



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2021年8月·第16卷·第8期

（本文编辑：唐颖馨）

参考文献
[1] France A. Batchelor S FM, Catherine M Said et al. Falls after stroke
[J]. Int J Stroke, 2012, 7: 482-490.
[2]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学
组. 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 2014[J]. 中华神经科杂志, 2015,
48: 246-257.
[3]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学
组. 中国脑出血诊治指南2014[J]. 中华神经科杂志, 2015, 48: 435-444.
[4] 孙倩雯, 王南, 赵建华, 等. 强化躯干配合蹲起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
者平衡及步行能力的作用[J]. 中国康复, 2010, 25: 136-137.
[5] 魏昕. 强化躯干训练配合蹲起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平衡及步行能
力的影响[J].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2007, 29: 701-703.
[6] 彭静, 王小伟, 孙冬梅, 等. 核心稳定性训练的研究进展[J]. 中国康复
理论与实践, 2014, 20: 629-633.
[7] 郭丽云, 田泽丽, 张凤仙, 等. 核心稳定性训练结合闭链运动对脑卒
中偏瘫患者运动功能的影响[J].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2014, 36:
787-789.
[8] 尹傲冉, 倪朝民, 杨洁, 等. 脑卒中偏瘫患者步态的不对称性与平衡

功能的相关性研究[J].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2014, 36: 190-193.
[9] Bovonsunthonchai S, Hiengkaew V, Vachalathiti R, et al. Gait
symmetrical index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to muscle tone, lower
extremity function, and postural balance in mild to moderate stroke[J]. J
Med Assoc Thai, 2011, 94: 476-484.
[10] Lomaglio MJ, Eng JJ. Muscle strength and weight- bearingsymmetry
relate to sit-to-stand performance in individuals withstroke[J]. Gait
Posture, 2005, 22: 126-131.
[11] 李华, 姚红华, 刘利辉. 肌力训练对偏瘫患者步态的影响及下肢功
能评定与步态分析间的相关性[J].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2003, 25:
34-36.
[12] 唐光旭, 赵丽, 董蘅葵. 三种深蹲动作模式肌电特征的研究[J]. 四川
体育科学, 2014, 3: 31-34.
[13] 刘孟, 倪朝明, 陈进, 等. 脑卒中偏瘫患者坐-站转移时足位、躯干运
动及下肢负重间的关系[J].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2015, 21: 1082-1086.
[14] 罗金发, 倪朝民, 刘孟. 姿势对脑卒中偏瘫患者站-坐转移下肢负重
及稳定性的影响[J].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2017, 32: 885-889.





（上接第473页）

（上接第479页）

（本文编辑：唐颖馨）

及影像学检查进行全面系统的诊断分析，力争早诊断、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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