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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干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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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综述了躯干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研究。躯干作为人体的核心部位，其稳定性和控制能

力的恢复对于脑卒中偏瘫患者的整体运动功能改善至关重要。通过实施躯干抗阻训练、躯干整体肌力强化训练以及特定动

作训练等多种方法，躯干训练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平衡能力，减少跌倒风险；改善步态模式，提高行走效率和安全性；并

促进躯干及周围肌群的力量和耐力恢复，从而全面促进患者的运动功能恢复。因此，躯干训练在脑卒中偏瘫患者的康复治

疗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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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作为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其高致残率给

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偏瘫作为脑卒中的常见后

遗症，严重影响了患者的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近年来，

躯干训练在脑卒中偏瘫患者的康复治疗中逐渐受到重视。本

文旨在综述躯干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的影

响，以期为临床康复提供参考。

1. 躯干训练的重要性

躯干作为人体的核心部位，对于维持身体平衡、控制肢

体运动具有重要作用 [1]。然而，脑卒中这一突发性的脑血管

疾病，往往导致大脑神经元的损伤，进而影响到对躯干的精

准控制。对于脑卒中偏瘫患者而言，这种控制能力的减弱尤

为显著。由于神经传导通路的受损，患者可能难以有效调动

躯干肌肉群，导致其在站立、行走甚至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动

作都显得力不从心。具体表现为平衡感下降，容易摔倒；步

态异常，如足下垂、内翻等；以及在进行复杂动作时，各部

位之间的协调性显著降低。鉴于躯干在人体运动功能中的核

心地位，以及其在脑卒中偏瘫患者中的受损情况，强化躯干

训练在康复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通过针对性的躯干训练，

可以激活并强化受损的躯干肌肉群，提高它们的收缩力量和

耐力，从而逐渐恢复对躯干的精准控制 [2]。这不仅有助于改

善患者的平衡能力，减少跌倒的风险，还能促进步态的正常

化，提高行走的稳定性和效率。在躯干训练的过程中，反复

的动作练习和肌肉收缩可以为大脑提供持续的刺激，促进受

损神经元的修复和替代，进而恢复对躯干的正常控制。因此，

在脑卒中偏瘫患者的康复计划中，应充分重视躯干训练的作

用。通过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和康

复目标，选择合适的训练方法和强度，循序渐进地进行训练。

2. 躯干训练的方法

2.1 躯干抗阻训练

躯干抗阻训练是一种高效且针对性的训练方法，它利用

外部器械（如弹力带、哑铃、健身球等）或患者自身的体重

作为阻力，对躯干肌群施加适当的负荷。这种训练方式能够

直接且有效地刺激核心肌群，包括腹肌、背肌、侧腰肌以及

骨盆周围的深层稳定肌群 [3]。通过逐渐增加训练的难度和强

度，躯干抗阻训练能够显著增强躯干的稳定性和控制能力，

促进肌肉力量的恢复和神经肌肉控制能力的改善。此外，抗

阻训练还有助于提高肌肉的耐力和爆发力，为患者在日常生

活和康复训练中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打下坚实的基础。

2.2 躯干整体肌力强化训练

躯干整体肌力强化训练是一种综合性的训练方法，它

强调将腰、髋、骨盆、下肢关节视为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进

行训练。这种训练方法不仅注重单一肌群的强化，更重视各

肌群之间的协调性和稳定性的提升。通过设计一系列连贯的

动作，如深蹲、硬拉、平衡板站立等 [4]，躯干整体肌力强化

训练能够全面激活并强化核心肌群，从而提高整体的平衡能

力和运动功能。这种训练方式有助于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更好

地维持身体姿势、控制身体重心，减少跌倒的风险，并提高

行走、上下楼梯等日常活动的安全性和效率。

2.3 特定动作训练

特定动作训练是针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具体情况进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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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设计的训练方法。这些动作通常包括桥式运动、翻身训练、

直立床训练等，旨在改善躯干的屈曲、伸展、侧屈和旋转功能。

桥式运动通过抬高臀部来激活臀部和大腿后侧肌群，增强躯

干的稳定性和控制能力；翻身训练则通过模拟日常生活中的

翻身动作，提高患者的躯干旋转能力和协调性；直立床训练

则通过逐渐增加患者站立的角度和时间，帮助患者重新适应

站立姿势，提高平衡能力和下肢承重能力。通过反复练习这

些特定动作，患者能够逐渐提高躯干的控制能力，为后续的

康复训练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恢复打下坚实的基础。

3. 躯干训练对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3.1 提高平衡能力

躯干训练在脑卒中偏瘫患者的康复过程中，对于提升

平衡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平衡能力是人体维持稳定站

立、行走及进行各种复杂动作的基础。脑卒中后，由于神经

系统的损伤，患者的躯干控制能力减弱，导致平衡能力显著

下降，增加了跌倒的风险。通过系统的躯干训练，如核心稳

定性练习、平衡板站立、单腿站立等，可以显著增强躯干肌

群的稳定性和控制能力。这些训练不仅加强了核心肌群的收

缩力量，还提高了神经系统的反应速度和协调性，使患者能

够更准确地感知身体的位置和姿态，从而更有效地维持身体

平衡 [5]。随着平衡能力的改善，患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自信心

也会得到提升，进一步促进康复进程。

3.2 改善步态

步态异常是脑卒中偏瘫患者的常见问题之一，严重影

响患者的行走能力和生活质量。躯干训练在改善步态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强化躯干和下肢的协调运动能力，躯干

训练有助于患者建立更稳定的步态模式。在训练过程中，患

者会学习如何正确运用躯干的力量来驱动下肢的运动，实现

髋、膝、踝等关节的协调配合。这种协调性的提升不仅使步

态更加稳定，还提高了行走的效率和安全性。此外，躯干训

练还能增强下肢肌肉的力量和耐力，进一步改善步态的流畅

性和自然性。随着步态的改善，患者将能够更轻松地参与日

常生活活动，如散步、上下楼梯等。

3.3 促进运动功能恢复

躯干训练在促进脑卒中偏瘫患者运动功能恢复方面同

样具有重要意义。运动功能恢复是康复治疗的核心目标之

一，它涵盖了从基本动作到复杂技能的一系列能力。躯干作

为人体的核心部位，其功能的恢复对于整体运动功能的恢复

至关重要。通过躯干训练，患者能够增强躯干肌群的力量和

耐力，提高神经肌肉控制能力，从促进运动功能的恢复 [6]。

例如，在日常生活活动中，如穿衣、吃饭、洗漱等，都需要

躯干和上肢的协调配合。通过躯干训练，患者可以更好地控

制上肢的运动轨迹和力度，提高这些日常活动的完成度。此

外，躯干训练还能促进神经系统的重塑和恢复，为更高级别

的运动功能恢复创造有利条件。随着运动功能的逐渐恢复，

患者的生活质量将得到显著提升。

4. 临床应用与前景

目前，躯干训练已被广泛应用于脑卒中偏瘫患者的康

复治疗中，并取得了显著效果。未来，随着康复技术的不断

发展和完善，躯干训练在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中的应用前景

将更加广阔。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躯干训练的具体

机制和作用途径，以优化训练方案和提高治疗效果。

5. 结语

综上所述，躯干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的运动功能恢

复具有积极影响。通过增强躯干的稳定性和控制能力，患者

能够显著提高平衡能力、改善步态并促进运动功能的恢复。

因此，在脑卒中偏瘫患者的康复治疗中，应重视躯干训练的

应用，并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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