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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脊髓损伤（SCI）是指由于外界直接或间接因素导

致脊髓损伤，在损害的相应节段出现各种运动、感觉和

括约肌功能障碍，肌张力异常及病理反射等相应改变 [1]。

其发生的住院原因有高坠伤，交通事故，重物砸伤等，

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致残性疾病。脊髓损伤后，尤其是截

瘫或肢体瘫痪患者的肢体神经功能恢复目前没有行之有

效的治愈方法，只能借助康复手段慢慢康复 [2]。此外，

脊髓损伤（SCI）的并发症有许多且较为复杂，是影响患

者生存质量和寿命的主要原因。因此，脊髓损伤患者常

会引发活动受限等躯体症状以及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

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其治疗和康复以及社会生活质量 [3]。

据统计，目前国内外对脊髓损伤患者焦虑的干预研

究虽比较丰富，但大多采用在从外界因素介入从而达到

影响患者心理状态的方法。对采用正念减压疗法干预脊

髓损伤患者焦虑状态的研究较少 [4]。正念训练是在指正

念减压疗法是一种以“正念”为基础的心理疗法，在治

疗过程中要求个体有意识的将注意力维持在当前、内在

或外在体验之上，包括个人的感觉、身体状况，但不对

其做任何主观判断，同时持有开放、接纳的心态 [5]，近

年来，正念训练已经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

注，并且有研究表明，正念训练可以降低患者心理焦虑

水平 [6]。现将正念训练在 1 例脊髓损伤患者焦虑干预后

取得的良好效果报告如下：

一、临床资料

患者：女，22 岁，因高处坠落致双下肢活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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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时门诊以脊髓损伤收入院，专科体格检查：椎体棘

突及椎旁软组织有压痛，双下肢感觉减退，左下肢各

肌群记录为 1 级，右下肢各肌群肌力为 0 级，双膝反射

消失，小便失禁。并在急诊在全麻下行经后路胸椎骨折

（T4-5）切开复位 + 椎管减扩大成形 + 椎弓根螺钉内固

定术。术后诊断为：1. 胸椎骨折伴脱位 T4-5，AOspine 

C 型。2. 脊 髓 损 伤 ASIAB 级。3. 脊 柱 附 件 骨 折（C6 棘

突，T2-3 棘突及右侧横突。治疗方案：甲强龙冲击疗

法，甘露醇脱水，甲钴胺 + 鼠神经生长因子营养神经修

复，氟比洛芬酯止痛，奥美拉唑抑酸护胃等；一级护

理，康复及针刺治疗，心率、呼吸及血压较高：心率

100-130 次 / 分；呼吸：20-23 次 / 分；血压 130-150/85-

97mmhg 之间。

患者于第二天，康复治疗师行康复治疗时，拒绝配

合，且哭闹不止，自诉感觉下肢瘫痪，恢复无望，认为

就是治好也需要坐轮椅，难以接受。同时，拒绝进食及

输液。

二、方法

2.1 干预方法

制定正念训练干预计划，分阶段进行指导练习与主

动练习结合。每天训练两次，每次半小时。每次训练时

播放节奏舒缓的轻音乐。每次具体方法为：

（1）第一阶段，指导练习。

第一周：正念引导与冥想。向患者讲解正念的起源、

概念及益处。指导其感知当下状态，不加评判，接纳和

接受目前状态的放松冥想。

第二周：身体扫描。讲解身体扫描的内涵和要求及

方法：指导参与者闭上双眼，选择平躺或坐位均可，有

意识地进行深入且缓慢地呼吸，与此同时从头顶逐渐到

脚跟进行扫描，强调感知身体当下各部位的的感觉和可

能出现的任何想法与情绪。指导患者练习。

第三周：正念呼吸与正念哈达瑜伽。正念呼吸：引

导患者通过缓慢深呼吸而慢慢全身放松，感知呼吸的同

时，也需要通过有意识和不加判断性的感知体会呼吸过

程中腹部的起伏变化，察觉自身身体产生的各种想法与

感觉，以及它们的变化；正念哈达瑜伽：引导患者进行

放松肌肉、骨骼的舒缓动作，缓慢地将呼吸与动作协调

一致，逐渐的关注在练习时产生的想法，强调体会此刻

躯体伸展和放松等一系列的感觉。

第四周：正念饮食。开始用葡萄干练习，然后苹果，

鸡蛋等食物逐一为患者发放食物，让患者从视、触、嗅

和味觉等多角度，缓慢的呼吸感知食物颜色，味道，触

感，性状等，感受从拿到食物这一刻起到食物放入口腔

并咀嚼进食过程中的感觉。

（2）第二阶段，指导练习与主动练习，两种正念训

练方法结合练习。

第五周：每天选择两张正念训练方法练习。

（3）第三阶段，主动练习，持续正念练习。

向患者强调正念促进健康，鼓励患者将练习内化，

发展自己的模式。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练习形式，坚持

下去，开启持续的正念练习。

2.2 评价方法与指标

2.2.1 主管观指标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评估患者焦虑水平。50-59 分为

轻度焦虑，60-69 分为中度焦虑、70 分以上则为重度焦虑。

采用五因素正念度量表评估患者正念感知水平。用

1（一点不符合）～ 5（完全符合）的 5 级评分，FFMQ 总

分越高正念水平越高。

2.2.2 客观指标

生理指标　脉搏、呼吸及血压。每次正面前后测量

的工具、人员、部位等保持一致。

三、结果

正念训练前：SAS 评分 72 分、FFMQ 评分 35 分 脉搏

125 次 / 分，呼吸 21 次 / 分，血压 145/87mmhg。正念训练

后：SAS 评分 55 分、FFMQ 评分 61 分 脉搏 87 次 / 分，呼

吸 18 次 / 分，血压 118/67mmhg

四、讨论

相关研究 [7] 表明，正念训练如正念冥想、正念呼吸、

正念瑜伽、身体扫描等正念干预方法，可刺激额叶皮层、

海马等情绪信号强度，缓解焦虑、抑郁症状，从而使患

者从惯性思维模式与自动化行为中解放出来，采取更加

开放、宽容的态度接纳目前功能，于新的生活环境体验

认同感与满足感。可以使是左侧前额叶皮层活动增强，

前扣带回、海马和脑岛等的皮层厚度增加，从而缓解焦

虑，抑郁症状，帮助提升个体体验积极性情感水平 [8]。

但目前国内外关于正念训练颈脊髓损伤患者焦虑心理管

理应用少有报道，大多数干预方法为借用外界因素等心

理辅导措施 [9]。此外，王静和张耕瑞等学者将正念训练

应用于冠心病患者心理状态管理中，也发现正念训练能

够有效地患者心理焦虑抑郁状态，促进患者康复 [10]。焦

虑不仅会影响患者躯体感受、睡眠及疼痛等，还会影响

患者生活质量。在本案例研究中，脊髓损伤患者在接受

正念训练干预后，其焦虑程度评估由重度下降为轻等度，

开始积极配合康复及针刺治疗，脉搏、呼吸、及血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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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前有所下降，这与王云等和梁志峰等以及 asmine Heath 

Hearn 等研究结果一致。由此可见，正念训练可能是一种

缓解脊髓损伤患者焦虑心理的有效方法。

但是本案例研究仅为 1 例患者的案例报道，远不足

以证实正念训练能有效地降低在脊髓损伤患者焦虑心理

水平，但在短期内的正念训练后，本例患者的焦虑程度

有所下降，可见正念训练有望成为临时缓解脊髓损伤患

者焦虑心理的临床干预方法。通过文献阅读，发现目前

国内正念训练在脊髓损伤患者中的运用研究教少，且正

念训练的方法和时间多种多样，无较为统一的标准，此

外，评价指标多为主观指标，客观指标较少。因此在今

后的研究中，未来研究者可开展大样本的实验性研究以

及跨学科的研究进一步证实正念训练在脊髓损伤患者焦

虑心理管理中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五、小结

正念训练显著降低了本例脊髓损伤患者围术期焦虑

心理水平，进一步改善了患者的心理状态和进食情况以

及康复锻炼的依从性，为患者满意的康复结局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值得未来研究者更进一步去探索其在脊髓损

伤患者焦虑心理管理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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