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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T联合日记反馈法在声带沟患者嗓音训练中的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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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　广东广州　510080

摘　要：目的：声带沟是一种影响声带功能的病变，涉及声带上皮和基底膜的损伤，导致声带振动异常。本研究旨在评估

BRT 联合日记反馈法在声带沟治疗中的嗓音训练效果，探讨其对改善嗓音质量和患者依从性的作用。方法：研究纳入了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诊断为声带沟的 23 例患者，其中男性 12 人，女性 11 人。患者接受了

为期 29 天、共 5 次的嗓音训练。训练前，患者通过嗓音障碍指数量表（VHI）自评，并使用专业设备进行声学分析，包括

基频微扰（Jitter）、振幅微扰（Shimmer）、最长发音时间（MPT）三项参数。训练包括呼吸练习、喉肌按摩放松和声带

张力训练，患者需每日记录训练情况。结果：经过嗓音训练，复查频闪喉镜发现声带松弛较前改善，声带张力有所恢复，

发声时声带闭合较前缩小，有效率达 78.26%。嗓音声学分析显示 Jitter 和 Shimmer 值下降，MPT 值增加，表明嗓音的周

期性稳定性和振幅稳定性提高，嗓音粗糙度和波动性减少。训练前后 VHI 评分比较显示显著下降，从训练前的 60.50 降至

29.20，所有维度的改善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BRT 联合日记反馈法的嗓音训练对声带沟患者嗓音质量的改

善有积极作用，有效提高了患者的嗓音稳定性和耐力，减少了嗓音的粗糙度和波动性，且患者的依从性对治疗效果有显著

影响。因此，建议将 BRT 联合日记反馈法作为一种有效的嗓音康复手段，以改善声带沟患者的嗓音质量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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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声带沟是一种影响声带功能的病变，病理生理学上，

它涉及声带上皮和基底膜的损伤，导致声带振动异常。治疗

包括保守治疗和手术，但存在不确定性。本研究旨在评估

BRT 联合日记反馈法在声带沟治疗中的嗓音训练效果，探

讨其对改善嗓音质量和患者依从性的作用。

1. 方法

本研究纳入了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在中山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诊断为声带沟并进行 29 天、到院参加 5 次嗓

音训练的患者 23 例，其中男性 12 人，女性 11 人。嗓音训

练前均采用嗓音障碍指数量表（VHI）自评、专业设备进行

声学分析。声学分析报告至少包含基频微扰（Jitter）、振幅

微扰（Shimmer）、最长发音时间（MPT）三项参数。

训练的具体步骤：

呼吸练习（B，breathing）：训练要求 5-10 分钟 / 次，

4 次 / 日，重点在于腹式呼吸训练，避免颈前侧肌肉过度紧

张用力，保持喉部放松。如出现头晕应立即停止训练，避免

过度通气。

喉肌按摩放松（R,relax）：指导患者进行甲状舌骨肌

和环甲肌的局部按摩，3-5 分钟 / 次，4 次 / 日，以减少代

偿性发声紧张。

声带张力训练（T,tensiontraining）：患者深吸气后提

重物发声数数，3 次 / 日，3-5 分钟 / 次，注意过多练习该

方法易造成声带损伤。

日记反馈法的实施：

日记反馈法要求患者记录每日的训练情况，包括训练

时间、训练内容、自我感受和任何不适。这有助于患者和嗓

音训练师监控训练进度和依从性，同时可以作为调整训练计

划的依据。日记描述法的实施步骤包括确定目的、选择模板、

设定频率和时间、创建写作环境、描述事件和经历、分析情

绪和心理状态，以及总结和回顾过去的日记。

2. 结果

本研究通过频闪喉镜、嗓音声学分析对 23 名声带沟患

者进行了嗓音训练前后的评估。经过嗓音训练后，复查频闪

喉镜发现声带松弛较前改善，声带张力有所恢复，发声时声

带闭合较前缩小，有效率达 78.26%（18/23）。嗓音声学分

析至少包括基频微扰（Jitter）、振幅微扰（Shimmer）和最

长发音时间（MPT）三个关键指标。结果显示，Jitter 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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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后有所下降，表明嗓音的周期性稳定性有所提高，即嗓

音的粗糙度减少。Shimmer 值同样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嗓音

的振幅稳定性得到改善，嗓音的波动性减少。MPT 值在训

练后显著增加，表明患者的呼吸支持能力和嗓音耐力有所提

升。训练前与训练 1 个月三项指标比较 P ＜ 0.05，有统计

学差异。训练后 1 月、3 月嗓音分析结果提示基频微扰、振

幅微扰较术后训练前呈降低趋势，但均为 P ＞ 0.05，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1。可见，嗓音训练对声带沟患者的嗓

音质量改善具有积极作用。Jitter 和 Shimmer 值的降低以及

MPT 值的增加均表明，BRT 联合日记反馈法的嗓音训练能

够有效提高患者的嗓音稳定性和耐力，减少嗓音的粗糙度和

波动性。这些结果支持了嗓音训练在声带沟治疗中的潜在价

值，并为进一步的研究和临床应用提供了依据。

表 1训练前后嗓音声学分析结果对比

嗓音分析 训练前 训练 1 个月 训练 3 个月

Jitter(%)（均值 ± 标
准差） 1.448±0.5610 1.281±0.5804 1.216±0.6031

Shimmer(%)（均值 ±
标准差） 7.913±2.218 7.531±3.154 7.322±2.400

MPT(ms)（均值 ± 标
准差） 14234±6982 16294±8745 17652±8980

通过患者自评嗓音障碍指数量表（VHI）评估了嗓音训

练对声带沟患者嗓音质量的影响。训练前，患者的 VHI 总

分均值为 60.50，表明嗓音障碍对患者的功能、生理和情感

方面有显著影响。具体来看，功能（F）、生理（P）和情

感（E）三个维度的均值分别为 22.00、21.25 和 17.25，均

显示出中度障碍。经过一个月的嗓音训练，患者的 VHI 评

分显著下降。训练后的功能、生理和情感维度的均值分别降

至 11.80、10.40 和 7.00，总分均值降至 29.20。与训练前相

比，所有维度的改善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嗓

音训练对改善患者的嗓音障碍具有显著效果，见表 2。此外，

联合日记反馈法训练后 VHI 评分的显著下降也反映了患者

对训练的高度依从性。患者能够遵循训练计划并积极参与治

疗，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嗓音功能的改善。训练的依从性

不仅提高了治疗效果，也增强了患者对嗓音恢复的信心，形

成了积极的治疗反馈循环。

表 2训练前后患者自评嗓音障碍指数量表（VHI）的结果对比

时间 功能 (F) 生理 (P) 情感 (E) 总分

训练前
（均值 ± 标准差） 22.00±4.34 21.25±2.66 17.25±1.75 60.50±8.05

训练 1 个月
（均值 ± 标准差） 11.80±3.26 10.40±3.71 7.00±2.44 29.20±9.41

与训练后比较，P ＜ 0.05。

3.结论

本研究通过综合应用 BRT 联合日记反馈法对声带沟患

者进行嗓音训练，取得了显著的治疗效果。经过系统的嗓

音训练，患者的嗓音障碍指数量表（VHI）总分从训练前的

60.50 显著下降至 29.20，表明嗓音障碍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

响显著减轻，从原先的中度障碍水平降至轻度障碍水平。嗓

音声学分析结果显示，训练后 Jitter 和 Shimmer 值的降低以

及 MPT 值的增加，进一步证实了嗓音训练对提高嗓音稳定

性和耐力、减少嗓音粗糙度和波动性的积极作用。此外，训

练后患者的高度依从性，如通过日记反馈法所记录的训练参

与度和自我感受，对治疗效果的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

发现支持了 BRT 联合日记反馈法在声带沟治疗中的潜在价

值，并为未来的临床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因此，我

们建议将 BRT 联合日记反馈法作为一种有效的嗓音康复手

段，以改善声带沟患者的嗓音质量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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