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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脑性瘫痪是指一组持续存在的导致活动受限的运动和姿势发育障碍综合征，这种综合征

是由于发育中的胎儿或婴幼儿脑部非进行性损伤或发育缺陷引起的。患者主要表现为中枢性运动障

碍及姿势异常，常伴随感觉、认知、交流、感知和行为障碍，以及智力障碍、癫痫、继发性骨骼肌

问题。目前，脑瘫儿童的早期康复倾向于肢体功能康复效果显著，而学龄期及大龄脑瘫儿童则效果

一般。在近四个月对 11 名学龄期脑瘫儿童进行感觉统合训练，则发现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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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感觉统合训练在孤独症儿童的康复训练中应用广泛，而在脑瘫儿童的康复训练中应用相对较

少。目前国际脑瘫康复的新理念是脑瘫儿童的心身康复，在运动康复的同时关注其认知康复、心理

行为康复【1】。而学龄期的脑瘫患儿已经从初级运动学习为重点转向认知与文化知识的学习，需要

适应学校的环境，减少运动功能康复训练的频率，或不进行连续的康复治疗【2】。这一阶段的康复

则要根据患儿运动功能状况，设计合理的运动功能康复训练和感觉统合训练以促进运动功能与身心

全面发育之间的发展，增强自理能力和学校学习能力。 

1 感觉统合认识 

1.1 感觉统合（Sensory Integration,SI）是指通过组织来自个体以及环境的感觉信息，以使个体在

环境中有效地使用其肢体的一种神经过程，即人脑将因外界刺激而由各种感觉器官传来的感觉信息

（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嗅觉的、味觉的、前庭的和本体的）进行多次组织分析、综合处理后

作出正确应答，以使个体在外界环境的刺激中有效地运作。此术语最早由 Sherrington C.S,Lashley 

K.S.【3】提出的。 

1.2 感觉统合是一个为使个体在环境中有效运作而进行的信息加工整合的过程。大脑皮层的不同区

域必须经过统一、协调地工作才能完成肢体协调等初级感觉活动和组织能力、自我控制、学习能

力、概括推理等高级而复杂的认知活动。此过程任何环节出现问题，个体便无法将从环境中所获得

的感觉刺激信息进行有效地加工和整合，从而不能产生对外界环境正确的响应方式，即感觉统合失

调（Sensory Integration Dysfunction,SID）【4】。特别是脑瘫儿童多由于是脑干及大脑组织等部位

均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损害，从而使身体运动、感觉运动、认知语言障碍等，不能完成复杂行为和动

作，不能正常进行日常生活学习和游戏【5】。因此，矫治脑瘫儿童的感觉统合障碍在该类疾病的康

复治疗过程中极为重要。 

2 感觉统合训练的方法 

 感觉统合训练是以游戏的形式给予儿童前庭、肌肉、关节、皮肤触压以及多种感官的刺激，针对大

脑对外界信息处理不良的问题进行矫正。它不只是一种生理上的功能训练，而是协调心理、大脑和

躯体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训练。  

2.1 前庭觉的训练  如用圆筒、平衡踩踏车、按摩大龙球、滑梯、平衡台、滑板、平衡木等。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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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身体灵活度不足、姿势不正、双侧协调不佳、自信心不足、注意力不集中、容易跌倒、方向感不

明、学习能力以及习惯培养不起来等。 

2.2 本体感觉失调训练   如用跳床、晃动独木桥、平衡木、滑板、S 型垂直平衡木、S 型水平平衡

木、圆形平衡板。适应于语言发育迟缓、动作协调不良、注意力不集中。 

2.3 触觉训练  如用按摩球、波波池、抚触、毛刷等。适应于肌肉痉挛、肌肉松弛、皮肤感觉过敏

或迟钝等。 

2.4 学习能力障碍训练  如用卡片、认知图片、学习机等。适应于发音不正确、阅读困难、认知能

力差等。 

3 感觉统合训练的效果 

3.1 感觉统合能力测定  对 11 名学龄期脑瘫患儿参照训练前对比，各方面的失调障碍都有所改善和

提高，特别是平衡功能、动作协调不良和触觉过敏/迟钝效果显著。 

3.2 学习能力测定  经与训练前对比，患儿的语言能力、自主能力增高、注意力、控制力得到改

善。 

3.3 家长回馈意见 患儿均取得进步，是最基础和最直接的效果反应。 

经过对学龄期脑瘫儿童进行感觉统合训练四个月发现，儿童在训练过程中增强自信心和自我控制的

能力，提高了视、听、触觉能力，语言发育有了改善，并在指导下感觉到自己对躯体的控制，由原

来焦虑的情绪变为愉快，积极主动参与康复训练，使得心身健康发展，感觉统合训练在脑瘫患儿康

复中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为他们回归社会创造了条件和打下基础。感觉统合训练在脑瘫康复值得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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