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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灾害专题

儿童地震灾害创伤后的康复医疗

杨智权　张庆民

（北京康复中心，北京　１００１４４）

　　［摘　要］　针对儿童在地震中所遭受的创伤，康复医疗的目的是在急救及临床处理的基础上，采用有证据基
础的、多学科和综合的早期康复干预手段，最大限度为患儿日后功能恢复创造条件，缩短住院时间，降低并发症率、

致残率。儿童在地震灾害中容易发生颅脑损伤、脊髓损伤、周围神经损伤、四肢骨折和截肢。度过损伤急性期后，

应结合儿童特点，及时安排临床康复治疗，促其功能早日恢复。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２０１３，１５（６）：４３１－４３４］
［关　键　词］　地震灾害；创伤；康复；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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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地震灾害创伤后的早期康复医疗是针对儿
童在地震中所遭受的创伤，在急救及临床处理的基

础上，采用有证据基础的、多学科和综合的早期康复

干预手段，来最大限度为日后功能恢复创造条件，缩

短住院时间，减少并发症，降低致残率。

１　儿童创伤后早期康复医疗的适应症和禁
忌症

地震伤害造成的或急性创伤救治后遗留的中枢

神经、周围神经及肢体的损伤导致的运动、感觉等功

能的减退或缺失，可以通过及时的康复治疗得到恢

复或改善。创伤经过急性期治疗，病情稳定，原发创

伤不再恶化，基础疾患、并发症稳定和得到控制，常

规康复治疗不会引起加重时可以考虑开始康复治

疗。康复治疗的适应症主要包括：（１）有明显的持续

性相关功能障碍，如运动功能障碍、自主活动障

碍、言语交流障碍、大小便控制障碍、认知障碍或

吞咽障碍等；（２）有充分的认知功能可以完成主动
学习活动；（３）有充分的交流能力可以和治疗师完
成交流；（４）有耐受适量主动性康复训练的体质；
（５）预计通过强化康复可以达到一定功能恢复。对
于那些不能开始进行主动性康复训练的重型和极重

型患儿，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安排康复医师或治疗师

及早深入病房在主管医师的统一指导下，进行预防

性和被动性的康复干预。

在情况允许的前提下，一般来说，康复治疗开始

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但也不可草率开始。以下情况

禁忌开展康复治疗：（１）病情不稳定，特别是生命体
征不稳定或有禁忌主、被动活动的指征；（２）康复干
预措施会加重病情、导致创伤愈合延迟或产生不良

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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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震后需早期康复介入的儿童常见创伤及
其康复治疗特点

２．１　颅脑损伤的康复
创伤性颅脑损伤（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ｂｒａｉｎｉｎｊｕｒｙ，ＴＢＩ）是

儿童在地震灾害中最常见的创伤之一。ＴＢＩ对患儿
的语言、运动等功能产生巨大影响，是早期康复的重

点。不论病情严重程度如何，ＴＢＩ患儿早期康复治
疗均可取得明显疗效［１］。颅脑损伤的康复可分为

两个阶段：昏迷阶段（被动康复阶段）和清醒阶段

（主动康复阶段）。

２．１．１　昏迷阶段（被动康复阶段）　　本阶段康复
的主要目的是协助促醒治疗，方法主要包括：（１）强
刺激的针灸或按摩；（２）低中频低中轻度电刺激，促
使肌肉等长收缩；（３）在关节能够活动的范围内活
动关节，加强本体感觉刺激；（４）亲人或患儿比较喜
欢的动物、动画片人物的声音、音乐等进行声音和光

线刺激；（５）近年研究发现，高压氧（ｈｙｐｅｒｂａｒｉｃｏｘｙ
ｇｅｎ，ＨＢＯ）在损伤早期的促醒作用中效果良好［２］。

在昏迷阶段，康复治疗还必须注意积极的预防

并发症，做好二级预防。上述康复治疗对于预防抗

重力肌痉挛和关节挛缩、防止肌肉萎缩和预防下肢

深静脉血栓形成等也具有积极意义。在此阶段还可

以适当喂冰水等诱发吞咽动作，清洁间歇导尿，保持

膀胱的舒缩功能，预防泌尿系感染。

昏迷阶段，患者没有意识，不能反映感受，康复

治疗的效果有赖于医生的仔细观察。要注意观察低

级反射，如吞咽、咀嚼、吸吮、角膜反射和疼痛反应的

变化，可以利用低级反射并使之强化，设法诱发出高

级的反应，如睁眼、疼痛逃避反应等。如能观察到皮

质反应（如视觉追踪、听觉指令、情感反应、言语反

应等）出现，则表明进入低反应状态，患者可能不久

后进入清醒状态。密切观察肌张力的情况，如果肌

张力（特别是抗重力肌）增高需要立即调整肢位，严

格防止痉挛的出现和加重。长期肌张力低下的肌

肉，要通过各种方法促进提高肌张力，肌张力增高

后，也要摆放到抗痉挛的肢位，预防痉挛的发生。肢

位摆放要注意保持成对拮抗肌的张力基本平衡。

２．１．２　清醒阶段（主动性康复阶段）　　度过昏迷
阶段后，应积极取得患儿的配合，根据患儿年龄、体

力、伤病状态等个体情况制定康复方案，选择适宜的

治疗手段，以达到早期康复的目的。治疗方法很多，

包括运动疗法、作业疗法、物理因子治疗、药物及神

经阻滞治疗、中医疗法、矫形器及其它辅助器具的应

用等内容。在上述治疗方法中，有一些方案因其特

有的方式和程序命名了特定名称，如运动疗法中就

Ｂｏｂａｔｈ疗法、Ｖｏｊｔａ疗法、上田疗法、Ｒｏｏｄ疗法、Ｐｅｔｏ
（引导式教育）疗法、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ｃ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ｔｉｎｄｕｃｅｄ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ＩＭＴ）等。ＣＩＭＴ
在提高患者的上肢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方面是一种有

效的康复方法［３］，但是并不能完全解决颅脑损伤后

运动功能缺陷问题［４］。另外，针灸在改善脑外伤瘫

痪患者肌力和提高运动功能方面可能优于药物康

复［５］。中美两国儿科同行采用随机双盲对照试验，

证明了针灸在中枢性瘫痪的康复治疗中具有显著效

果，机制仍然不清楚［６］。

ＴＢＩ患儿容易出现言语障碍，应针对患儿言语
障碍的特点，进行日常生活交流能力训练、构音障碍

训练、语言发育迟缓训练等，促使其功能恢复和进一

步发育，此过程中可以利用语言交流辅助器具进行

训练。许多研究表明，经颅磁刺激在言语障碍康复

中有积极作用［７］。此外，还需开展循序渐进的进食

训练，预防和治疗吞咽障碍。在治疗中也可以应用

经皮神经肌肉电刺激来减轻疼痛和炎症反应；神经

肌肉电刺激、功能性电刺激、肌电生物反馈等能帮助

患儿练习准确、协调地控制肌肉运动。水疗法是利

用水温、浮力、涡流、水泡的机械刺激来改善患儿的运

动功能，促进其神经行为发育，并有镇静和催眠的作

用，可以减轻ＴＢＩ患儿的神经精神症状［５］。还可以根

据患儿爱好和设施情况，安排一些治疗项目，如马术

治疗、文娱体育治疗、感觉统合训练、心理治疗等。

在临床康复工作中，上述各种方法常联合应用

或交替使用，可以根据患儿性格特征和爱好，合理安

排康复训练，取得患儿的积极配合，获得更好的康复

效果。

２．１．３　康复评定　　康复评定贯穿于康复治疗的
全过程［８］。可采用以下方法：昏迷阶段脑损伤的严

重程度，可用 Ｇｌａｓｇｏｗ昏迷量表（ＧＣＳ）来评定；采用
Ｍａｎｕａｌｍｕｓｃｌｅｔｅｓｔ（ＭＭＴ）测定肌力［８］；采用改良的

Ａｓｈｗｏｒｔｈ痉挛评定量表评估肌张力；采用股角、足背
屈角和窝角等的度数评定关节活动度；检查原始

反射、立直反射、平衡反应及跟腱、膝腱反射等；观察

仰卧位、俯卧位、坐位、立位及体位转换的情况，有无

异常姿势等；评价粗大运动和精细运动功能；评估儿

童日常生活能力；根据病情和康复治疗的需要，还可

进行感知、认知评定、语言障碍评定、听力障碍评定、

视觉障碍评定及步态分析等。一些辅助检查，如脑

电图、诱发电位、头颅ＣＴ或ＭＲＩ等也有助于做出准
确的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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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脊柱脊髓损伤的康复

地震灾害创伤中有许多脊柱创伤，约６０％的脊
柱创伤伴有脊髓损伤，其中颈椎损伤占总数 ３／４。
目前对于脊髓损伤仍无有效治疗方法，脊髓损伤后

会留下不同程度的残疾，多数患者生活不能自理。

脊髓损伤对儿童影响更大，给今后生活、学习和成长

等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尽早开展全面系统的康复

治疗，可显著缩短住院时间，降低医疗费用［９］。

在保证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充分了解不同程度

脊髓损伤预后的情况下，根据患者可能接收的康复

训练，以及将来发生的运动模式变化，应尽早开展包

括床边早期训练在内的各种康复治疗，以防治各种

并发症，预防、减轻功能障碍，促进功能恢复。特别

需要注意的是，脊髓损伤并发症防治是脊髓损伤康

复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表明尿毒症是唐山地震脊

髓损伤患者的第一位死因［１０］。正确的康复治疗和

康复护理在脊髓损伤并发症的防治中具有重大作

用，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依据脊髓损伤神经功能分类国际标准［１１］（简称

ＡＳＩＡ标准）进行脊髓损伤分类诊断，并确定脊髓损
伤水平。脊髓损伤康复治疗的目标应根据损伤节段

制定，参考损伤的神经平面、完全性还是不完全性损

伤及损伤的分级等来具体分析，根据目标选择合适

的支具进行康复训练（见表１）。切不可脱离实际允
诺目标进行康复训练，给患者身心造成二次伤害。

表１　脊髓损伤康复的基本目标

脊髓损伤水平 基本康复目标 生活需用支具及轮椅种类

Ｃ５ 桌上动作自理，其它依赖帮助 电动轮椅，平地可用手动轮椅

Ｃ６ ＡＤＬ评为可能自理，床上可翻身、起坐 手动轮椅，可用多种自助具

Ｃ７ ＡＤＬ评为自理，可起坐、移乘、轮椅活动 手动轮椅、残疾人专用汽车

Ｃ８～Ｔ４ ＡＤＬ评为自理，可起坐、移乘、轮椅活动，应用骨盆长支具可站立 手动轮椅、残疾人专用汽车，骨盆长支具、双拐

Ｔ５～Ｔ８ ＡＤＬ评为自理，可起坐、移乘、轮椅活动，应用骨盆支具可治疗性步行 手动轮椅、残疾人专用汽车、骨盆长支具、双拐

Ｔ９～Ｔ１２ ＡＤＬ评为自理，可起坐、移乘、轮椅活动，应用长下肢支具可治疗性步行 轮椅、长下肢支具、双拐

Ｌ１ ＡＤＬ评为自理，可起坐、移乘、轮椅活动，应用长下肢支具可功能性步行 轮椅、长下肢支具、双拐

Ｌ２ ＡＤＬ评为自理，可起坐、移乘、轮椅活动，应用长下肢支具可功能性步行 轮椅、长下肢支具、双拐

Ｌ３ ＡＤＬ评为自理，可起坐、移乘、轮椅活动，应用短下肢支具可功能性步行 轮椅、长下肢支具、双拐

Ｌ４ ＡＤＬ评为自理，可起坐、移乘、驾驶汽车，可不需轮椅 短下肢支具、洛夫斯特德拐

Ｌ５～Ｓ１ 无拐，足托功能性步行及驾驶汽车 短下肢支具、洛夫斯特德拐

　　注：Ｃ：颈椎；Ｔ：胸椎；Ｌ腰椎；Ｓ：骶椎；ＡＤ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

４　周围神经损伤的康复

儿童周围神经损伤也是地震灾害创伤中常见损

伤之一，常见的有桡神经损伤、正中神经损伤、尺神

经损伤、腓总神经损伤、胫神经损伤等，损伤后的典

型表现为运动障碍、感觉障碍和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一般情况下分三期制定康复目标。Ｉ期（伤后
０～３周）：消炎、消肿、镇痛，促进损伤愈合，保护修
复后的神经；ＩＩ期（伤后３～６周）：预防粘连、挛缩
和继发畸形，逐渐减少关节制动，保持并改善关节活

动范围；进行感觉再训练，教育患者保护患肢。ＩＩＩ
期（６周以后）：继续增加活动范围和增加肌力训练，
矫正畸形，系统地进行感觉再训练，练习手的灵敏性

和协调性，恢复手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周围神经损伤后需要综合的康复治疗，针对性

的处理损伤后出现的问题。周围神经损伤后的功能

状态与处理时间及修复方法关系十分密切［１２］，不同

手术后的康复治疗方案有所不同。神经减压松解术

后应及早开始康复治疗，为防止松解后的神经再次

粘连，术后４８ｈ即应开始缓慢温和的主动和被动运
动，继以短波、超短波、干扰电疗等，改善手术区血液

循环，加强手术渗出物的吸收，减少瘢痕形成。术后

创口基本愈合后，应继续进行恢复肌力及关节活动

度的锻炼。神经缝合术后一般需作局部肢体外固定

４～６周。受累肌肉的电刺激在肢体固定期间即应
开始，必要时在石膏或夹板内安置电极，对瘫痪肌肉

进行电刺激。神经愈合，外固定去除后，做恢复固定

关节的活动度练习。应适当控制关节活动度增大的

速度，防止过度牵拉缝合的神经。神经移位术后存

在与神经缝合术后相同的问题，需要类似的康复治

疗，但术后神经恢复功能时，因为被移位神经与被修

复神经各自的皮质运动中枢活动模式不同，必然出

现不协调的运动，需进行重建协调运动的训练。周

围神经损伤的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康复计划的实

施、患儿的合作态度等对神经修复和功能恢复都有

·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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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影响。

５　儿童地震创伤后四肢骨折的康复

儿童的骨骼发育很不成熟，在地震灾害发生时

容易造成四肢的外伤和骨折。儿童骨折治疗的最终

目标应该是肢体功能的全面恢复，所以骨科的临床

治疗过程中，需要尽早通过合理的康复治疗达到最

终目的。骨折治疗的任何阶段都可以有效地介入正

确的康复治疗。儿童骨折的康复治疗包括两个阶

段，分别是骨折复位后石膏固定期康复和术后及外

固定拆除后的综合康复。

骨折复位固定后，及时进行正确的功能锻炼，给

骨折线以垂直的生理性压力，可以促进骨组织的生

长，加速骨折愈合。治疗中要防止肌肉挛缩和粘连、

并使已经粘连和挛缩的关节功能逐步恢复。在固定

期，康复治疗可安排冷、热疗、低频神经电刺激疗法，

损伤部位应尽早进行肌肉的等长收缩，帮助患儿抬

高患肢，鼓励其进行肢体远端未固定关节的主动运

动，促进静脉回流和减轻肿胀，同时，尽早在不引起

病情或疼痛加重的情况下进行固定关节以外邻近关

节的各个轴面关节活动。固定拆除后，对骨折愈合

以及关节功能等情况进行科学的评估后，可以逐步

开展关节活动度的训练（持续的被动训练、热疗、关

节松动术、矫形支具的应用等）和增加肌力的训练

（助力运动、主动运动、生物反馈训练等）。

６　儿童创伤后截肢的康复特点

由于儿童肢体解剖结构的特点，并存在生长发

育的因素，儿童截肢比成人更应保守。手术时尽可

能保留残肢的长度，尤其是在关节离断时，应尽量选

择邻近骨骺部位远端水平进行截肢；如果能进行保

留关节和关节远端骨骺的截肢，尽可能不选择关节

离断［１３］。儿童在截肢后残肢的耐压和耐磨擦能力

比成人强，可以更好地应用假肢，随着年龄的增长，

使用时间的延长，适应性的提高，熟练程度也会增

强。但因为儿童经常活动，并随着生长发育，肢体会

逐渐长大，所以需要经常修理和调整接受腔及假肢

的其它相关部件。

总之，由于儿童的各个系统尚处于发育阶段，因

此儿童康复在考虑现有功能障碍治疗的同时，还必

须顾及其功能的继续发展。儿童身心均处于生长发

育阶段，在康复治疗中应注意选择、制定与个体相适

应的治疗措施和训练方案。创伤经过急性期治疗

后，应及早进行正确的康复治疗，以尽可能促进创伤

儿童的恢复和患儿身心健康发育。

［参　考　文　献］

［１］　ＲｉｃｅＳＡ，ＢｌａｃｋｍａｎＪＡ．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ｂｒａｉｎｉｎｊｕｒｙ：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ｓａｍｐｌｅｕｓｉｎｇｔｈｅ
ＷｅｅＦＩＭ［Ｊ］．ＡｒｃｈＰｈｙｓＭｅｄＲｅｈａｂｉｌ，２００５，８４（４）：８３４８３６．

［２］　李长春．纳洛酮配合高压氧对急性脑外伤的疗效评价［Ｊ］．中
国医疗前沿，２０１２，７（２４）：２５２６．

［３］　王文清，晁志军，杨晓莲，姜贵云，谢睿智，冯晶晶．强制性使
用运动疗法在脑损伤中的应用与研究进展［Ｊ］．中国康复医
学杂志，２００７，１０（２２）：９５９．

［４］　毕胜．强制性使用运动疗法的起源与进展［Ｊ］．中国康复医学
杂志，２００６，８（２１）：７３９７４３．

［５］　杨雪，肖农．小儿创伤性脑损伤康复的现状与进展［Ｊ］．中华
现代儿科学杂志，２００９，６（４）：２１１２１４．

［６］　ＤｕｎｃａｎＢ，ＳｈｅｎＫ，ＺｏｕＬＰ，ＨａｎＴＬ，ＬｕＺＬ，ＺｈｅｎｇＨ，ｅｔ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ｓｅ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ｃｕ
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ｐａｌｓｙ：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Ｊ］．ＡｒｃｈＰｈｙｓＭｅｄＲｅｈａｂｉｌ，２０１２，９３（５）：８０８８１５．

［７］　欧阳取平，王玉平．经颅磁刺激在言语障碍康复中的应用及
其安全性的评价［Ｊ］．中国康复医学杂志，２００５，４（２０）：３１４
３１７．

［８］　恽晓平，于兑生．徒手肌力检查／／恽晓平．康复疗法评定学
［Ｍ］．第１版．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０２１７３．

［９］　关骅．脊髓损伤康复／／关骅．临床康复学［Ｍ］．第１版．北
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５：９１，１１４．

［１０］李建军，周红俊，刘根林，刘松怀，赵超男，宓忠祥，等．唐山
地震２６年后幸存脊髓损伤患者的社会调查［Ｊ］．中国康复理
论与实践，２００５，１１（２）：１１０～１１２．

［１１］李建军，周红俊，孙迎春，张新，王方永，高峰．脊髓损伤神经
学分类国际标准（第６版，２００６）［Ｊ］．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２００７，１３（１）：１～６．

［１２］顾玉东．提高周围神经损伤的诊治水平［Ｊ］．中华创伤骨科杂
志，２００３，５（１）：１５．

［１３］周谋望．截肢后／／王茂斌．康复医学［Ｍ］．第１版．北京：人
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９：５９６．

（本文编辑：万静）

·４３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