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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生物反馈结合运动疗法对于 
治疗偏瘫患者足内翻疗效分析

陆桂伟
泰州市人民医院 江苏 泰州 225300 

【摘要】目的：评价分析偏瘫患者足内翻治疗中采用电子生物反馈结合运动疗法的临床效果。方法：2018 年 2 月至 2020 年 12
月为本研究周期，抽选分析病例样本共 50 例偏瘫足内翻患者，采用病历号数字法分组为实验组、对照组，每组各 25 例。对照组患
者为运动疗法治疗，实验组患者为电子生物反馈联合运动疗法治疗，对比分析组间相关指标。结果：对比两组治疗后下肢简化 Fugl-
Meyer 量表（肢体运动功能评分）、Holden 步行功能评分，实验组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偏瘫患者组内翻治疗中采用
电子生物反馈结合运动疗法效果显著，可改善肢体运动功能及步行功能，值得全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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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瘫属于脑卒中患者多发后遗症，患者多表现为单次肢体运
动功能障碍。偏瘫患者下肢多伴有足内翻或足下垂，导致其步行
期间患侧划圈行走、廓清障碍，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为此需采取有
效的治疗干预方案促进患者步行功能恢复 [1]。临床治疗偏瘫患者
组内发多采用运动疗法，通过下肢功能训练可部分改善步行能力。
电子生物反馈为偏瘫患者足内翻的全新治疗模式，治疗期间利用
生物反馈技术将患者机体内部生物信号转变为可视信号，使患者
准确感知自身生理信号与功能，并通过主观意识强化此类信号，以
达到治疗效果 [2]。本研究择取院内患者为分析评估样本，讨论并
综合分析电子生物反馈结合运动疗法治疗的相关问题。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8 年 2 月至 2020 年 12 月为本研究周期，抽选分析病例

样本共 50 例偏瘫足内翻患者，采用病历号数字法分为实验组、对
照组，每组各 25 例。全部患者经影像学检查及症状分析确诊为
脑卒中偏瘫，合并足下垂、足内翻，Ashwoth 分级（瘫痪下肢胫前
肌肌张力分级）0-2 级，上肢简化 Fugl-Meyer 评定量表评分对下
肢无影响，同意参与本研究。总结分析两组患者各项基线资料，实
验组中男14例，女11例，年龄24~74岁，平均年龄（49.26±4.53）
岁，平均病程（2.11±0.25）个月。对照组中男 13 例，女 12 例，年
龄 28~72 岁，平均年龄（49.35±4.72）岁，平均病程（2.14±0.23）
个月。两组基线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具有
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患者为运动疗法治疗 具体治疗方案如下 :

（1）足外展内收：治疗师指导患者保持端坐体位，下肢放松，膝关
节控制在 90°内，患者吸气过程中上抬患侧足尖，并适度外展，维
持最大外展角度后停留 3~5s。呼气过程中内收患侧足部至起始
位，重复进行 10~20 次。（2）足跟踝关节背屈外翻：治疗师将患
者调整为仰卧体位，单手握患肢踝关节上方区域，另一手握足跟，
前臂抵住患者足底前部区域，双手相对用力，缓慢完成足部外翻、
背屈运动，到位后维持 5s 恢复原位，重复进行 10~20 次。运动疗
法每日治疗 1次，共治疗 1个月。
1.2.2 实验组患者加用电子生物反馈治疗，采用本院肌电生

物反馈治疗仪辅助完成治疗 指导患者保持端坐体位，妥善清洁
皮肤组织，整理电极线，将电极贴片粘贴于胫前肌肌肉组织表面；
开启治疗仪，依据患者足内翻情况选择适宜的治疗模式，调节治疗
强度，使患者机体产生肌肉收缩且能耐受即可，并依据反馈信息调
节治疗模式及治疗强度。电子生物反馈治疗每日 2次，单次时间
为 15min，每周治疗 6天，共治疗 1个月。
1.3 评价标准
对比两组治疗前、治疗 1个月后下肢简化 Fugl-Meyer 量表

（肢体运动功能评分）、Holden 步行功能评分。
1.4 统计学方法
SPSS 23.0 软件分析研究数据，计量资料 ( cc ±s)为t 检验，计

数资料%为 χ2 检验，P<0.05 为存在统计学层面差异。
2 结果

治疗前组间下肢简化 Fugl-Meyer 量表、Holden 步行
功能评分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后实验组均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治疗前后下肢简化 Fugl-Meyer 量表、Holden 步行功能 

评分 ( cc ±s)

组别 下肢简化 Fugl-Meyer 量表 Holden 步行功能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n=25） 12.05±1.36 19.77±2.45 3.09±0.48 4.19±0.38
对照组（n=25） 12.07±1.28 15.42±2.38 3.07±0.45 3.26±0.25

t 0.053 6.367 0.151 10.222
P 0.957 0.000 0.879 0.000

3 讨论
脑卒中可导致神经功能缺损，进而诱发偏瘫等后遗症。偏瘫

患者下肢多伴有足内翻、足下垂等异常，步行期间产生典型偏瘫
步态，严重影响患者的行走效率及行走能力，并可增加其跌倒的风
险，为此需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案 [3]。
临床治疗偏瘫患者足内翻的常规方案为运动疗法，通过不同

运动方式的综合干预可纠正足部位置，改善步态，促进步行能力恢
复。单纯采取运动疗法无法实现脑组织功能重塑，对神经肌肉联
系的建立无显著效果 [4]。电子生物反馈为临床治疗偏瘫患者足内
翻的全新模式，利用生物反馈治疗仪可将体内神经肌肉电信号转
变为可视信号，并传输至患者中枢神经系统内，患者可有意识地进
行用力及放松等运动，有助于恢复神经与肌肉组织正常联系，促进
脑组织功能重塑，进而改善步行能力[5-6]。总结研究相关资料数据，
实验组患者治疗后下肢简化 Fugl-Meyer 量表、Holden 步行功
能评分均优于对照组，提示电子生物反馈联合运动疗法可改善偏
瘫足内翻患者下肢运动功能及步行能力。

综上分析可知，偏瘫患者足内翻治疗中采用电子生物反馈结
合运动疗法效果显著，可改善肢体运动功能及步行功能，值得全面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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