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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钉~板~磨~砂~板~滚~筒咧，木~钉~板~磨~砂~板~滚~筒咧... ...”， 悠远的吆喝声从古老

的街巷断断续续地传来，“OT 老三件咧，快来玩啦~！” 

作业治疗在一些患者、甚至部分治疗师和医生的眼里就是一堆零零散散的木块，丁零当啷

的小玩意儿，就像康复治疗在许多临床医生眼里就是按按摩、照照灯那样。OT 被常常被当成饭

后甜点，物理治疗师看到患者做完物理治疗后还有一点闲暇，就对他们说：“去捏捏木头吧。”

就像餐厅部长在客人吃完大餐后，问客人要不要来碗绿豆糖水一般漫不经心。 

其实，作业治疗是康复中的康复，是康复学最核心价值和终极目标的体现，它不是关在作

业治疗室这个笼子里的金丝鸟，它是一只小精灵，穿梭在康复治疗的各个环节当中，也渗入到

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工作与休闲娱乐当中。 

让我以偏瘫患者的平衡功能为例，来阐述作业治疗理念和作业治疗方法在其中的作用。 

我知道大家都比较喜欢听故事，那么，我就讲一些小古仔吧。 

在很久很久以前（20 年前，够久了吧？），有一位白富美（德国某顶级轿车广州总代理）据

说开着自家代理的豪车在高速公路上翻了几个筋斗，导致右侧大脑额颞顶叶广泛挫伤，昏迷了

十几天，醒过来后在我们科治疗了一个月（那会儿不太计较平均住院日的），肢体的运动功能不

错，左下肢 Brunnstrom 分期达到 4 期，上肢也 3 期了，下肢肌力基本达到 4+级，躯干肌力也挺

好，5 级。但是她就是平衡很差，站立的时候身子老往右侧偏，而且使劲地往后仰，在站立架前

用带子都很难维持身体的平衡，物理治疗师天天对她进行站立平衡训练，效果很差，一直很纳

闷。由于这个患者有明显的结构性失用症和轻度的左侧忽略，我分析应该是由于该患者对空间

结构的知觉障碍导致其对身体与周围物品之间的关系分辨不清，加上对左侧空间的忽略，进一

步加重患者对自身躯体树直感的障碍，从而无法调整身体的重心。那个时候基本查不到关于平

衡功能与认知障碍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我们就凭直觉，决定把重点放在空间知觉的训练上，

再加上在镜子上画线，包括垂直线和各种角度的倾斜线，让患者通过视觉反馈来调节躯干的平

衡，并通过游戏诱导患者重心主动的转移，结果这患者的平衡功能有很快的进步，3 周后她就能

自己走路了。在后来的临床经历中，我们也陆陆续续碰到不少因为认知影响步行平衡的患者。 



有一位年轻的体育老师，体操专业的，业余的时间喜欢玩三角翼滑翔机，无动力的那种。

高雅说玩这种运动的人是为了梦想不顾一切的人，但说白了，他们就是一群玩命之徒，他们世

界各地都去，只要有山，山下有一片开阔之地，就是他们玩命的地方，测测风向，风力，条件

合适了，他们就抓住飞行器站在山上快速奔跑，然后朝山下纵身一跃，顺着风，他们就飞翔起

来了，象一只只凌空展翅的鹰，那种感觉是我们常人无法体验的，大概既兴奋又紧张吧，其实，

我只要想象一下那种凌空飞翔的感觉，就心里发毛，有如人家拿着鹅毛在我的脚心搔拂撩拨那

样难以言说。他去过许多地方，飞过许多高山，阅过许多美景，也曾经摔倒骨折过，但是，骨

折好了没多久又去滑翔了。他的妻子原来因为崇拜他的英勇，向往跟他在一起度过不平凡日子，

可是当他摔断腿骨后就常闹着不让去。但是，他太爱飞翔了，没有飞翔他就象没有了灵魂。有

一次，他的同伴在滑翔中因为操作失败坠地身亡，太太哭着闹着让他再也不要去碰这个玩命的

游戏了，但是他仍然坚持，最后太太忍无可忍跟他离了。他消停了一年，又开始玩了，又有一

个漂亮爱浪漫的姑娘爱上他了！但没多久，不幸就发生在他身上了，在一次飞翔中，由于风向

的改变，他坠落在半山坡的石头上，重度颅脑损伤，昏迷了整整一个月，女朋友不离不弃守着

他，精心照料，醒过来后谁都不认知，只知道那个美丽的女子是他女朋友，名字已经叫不出来

了，但仍念念不忘要去滑翔。女朋友就做他的拐杖，天天陪着他练习站立、走路。这个患者不

愧是运动员出身，运动功能恢复挺快的，但是因为他有视觉深度觉障碍，严重影响他的步行功

能。视觉深度觉障碍是一种视觉空间知觉障碍，就是对距离的判断有困难，比如，不能正确判

断楼梯梯级的高度、地面的不平整程度及自身和周围物品之间的距离等，所以，他在步行的时

候经常跌跌撞撞、磕磕碰碰的。这种感觉就好比我们夜晚的时候，在一个不太熟悉的楼梯往下

走，突然间停电了，眼前一片漆黑，你摸摸索索地把脚往下探，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底，

有时候会突然踩空。这种患者虽然看得见，但脑子里对距离的感念是错误的迷乱的，所以，他

在上下楼梯时常常会踩空，坐椅子的时候不是重重地把屁股撞到椅面上，就是臀部还没到位以

为到位了，结果就跌坐下去。过马路对他来说就更困难了，因为无法判断车与人的距离，不能

准确地估计自己横过马路的时间等等，导致他根本就无法独自上街。我们给他设计了一些游戏，

比如用脚去够不同距离处的物品；让他女朋友把手指停留在不同方位上，让他用手去触摸；让

他把不同长度的线段等分成几个等分；让他估计用不同规格的盒子能装下几块方木；让他跟别

人玩拍掌游戏；让他往不同的容器里加水直到规定的水位；让他向前方或侧方走到某个标志的



地方及时停下；让他慢慢试探上下各种高度的梯级；让他和女朋友在走廊的两端用不同的速度

相向而行并在某个规定的地方相遇。然后让女朋友带着他练习过马路。经过近两个半月的练习，

他终于可以独立过马路了。 

有一位工业大学的校长兼省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因为脑出血导致左侧偏瘫，因为有严重的

偏身疼痛，包括肩/肘腕手指及髋、大腿、膝关节和踝关节，他到过多家权威级的康复机构，从

北方辗转到了南粤。所幸的是他的认知功能没有明显受损，还能在病中指导他的博士生们进行

科研，并组织他们申请了一个国家重点课题。他真是一个相当多才多艺的学者，他是工科的博

导，但有非常深厚的文学修养，对传统文化有深入研究，在 50 岁时还开始热衷于作词作曲，并

陆陆续续做了 50 多首曲子，其中有两首曲子入春节联欢晚会，1 首被定为世界科学大会的会歌。

选刚到我们科时，疼痛严重困扰这位患者的康复，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治疗，疼痛慢慢减缓，

患者对疼痛的态度也没有那么耿耿于怀，并开始拄拐步行了，而且他的步态还不错，没有典型

的划圈步态，足下垂也不明显，双侧跨步长也没有明显的差距，他的家人和弟子们都很高兴。

可是，这位老先生走路的时候只要有人跟他说话他就走不稳，偏偏他又是特别爱说话，是个话

痨，见到谁就跟谁熟，所以要有个人一直跟着他。有一天，跟着他的学生转个身，这位老先生

就差点摔倒了，好在旁边的护工阿姨眼疾手快，冲过去扶住他。这个突发事件引起我们的注意，

经过小组讨论，我们决定对他进行双重任务训练和多重任务训练，主要包括“重心转移+复述”训

练，具体的有：①双手交握把放在桌面右前方的木钉拔下来放到左侧膝关节侧边的硬纸盒里，

同时，复述治疗师读出的一串数字；②站立平衡训练仪上根据屏幕图像的提示进行重心转移的

同时进行复述词语（连续 3-5 个词语）；③维持直线步行的同时进行倒背数字（3~5 位数字）；④

维持单脚站立平衡同时进行故事复述；⑤跨障碍步行同时进行自发动物命名。每天两组，每组

15-20 分钟。经过 3 周左右的训练，老先生走路稳多了，即使一边跟周围的人聊天一边走路也很

少出现不稳的情况了。 

以往，站立和步行一直以来都被划分为自动化的运动，是简单的比较初级的运动功能，步

行也被认为是一种程序性运动，并不需要认知功能的参与。但许多临床的事实证明，站立及步

行平衡的维持是与认知功能密切相关的，良好的平衡不仅需要好的躯体运动功能、本体感觉反

馈和视觉反馈系统，也需要良好的体像知觉、视空间知觉和注意力参与。平衡障碍不单单是物

理治疗师们的课题，也是作业治疗师的课题。作业治疗在平衡中要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