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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运动应用于小儿脑瘫康复护理中对其自理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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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早期运动应用于小儿脑瘫康复护理中的效果。方法：收录 2022.1——2023.12 期间于我院接受治疗的小儿脑瘫患者，合计

收录样本量为 54 例，将其应用摸球法进行分组并开展不同康复护理手段，比较组间护理效果差异。纳入对照组、观察组样本量均有 27 例，

所对应的护理方案为常规康复指导、早期运动。结果：评价两组护理效果，观察组评价值 96.30%高于对照组评价值 74.07%，P＜0.05。评

价两组各项功能评分，语言、认知、运动、自理能力及社会适应度评分值均以观察组更高，P＜0.05。统计两组家属对疾病相关知识及康复

知识掌握程度，评分值均以观察组更高，P＜0.05。结论：于小儿脑瘫康复护理中应用早期运动康复锻炼，对于提升患儿各项功能及自理能

力、提高家属对疾病相关知识及康复知识掌握程度的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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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脑瘫是一种常见的儿童运动障碍，主要由婴幼

儿期或胎儿期发生的大脑损伤引起，会对儿童的肌肉控

制、协调性和平衡感造成明显影响，进而影响他们的日

常生活和自理能力[1]。脑瘫患者可能面临着行走困难、手

部功能受限、言语障碍等问题，因此，有效的康复护理

对于提升小儿脑瘫患者的自理能力至关重要[2]。相关研究

表明，早期的康复运动可以在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促进

神经系统和肌肉系统的健康发展，对于缓解肌张力异常、

促进肌肉控制和平衡，以及改善协调性都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帮助患儿提升自理能力，让其更好地融入日

常生活中[3]。为此，研究收录 54 例患者，探究于小儿脑

瘫康复护理中应用早期运动康复锻炼，对于提升患儿各

项功能及自理能力、提高家属对疾病相关知识及康复知

识掌握程度的价值显著。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54 例 2022.1——2023.12 期间所收录的小儿脑瘫

患者作分组处理，分组方式为摸球法，将其分为 27 例对

照组和 27 例观察组后，通过实施不同治疗方案展开此次

对比分析研究。前者样本性别组成结构为 51.85%的男性

和 48.15%的女性；年龄区间介于 6 个月-6 岁，平均（3.24

±1.06）岁；后者样本性别组成结构为 55.56%的男性和

44.44%的女性；年龄区间介于 5 个月-6 岁，平均（3.16

±1.02）岁；两组基线资料均衡，P＞0.05。 

1.2 方法 

对照组行物理疗法、语言疗法等常规的护理措施，

开展基础性的康复指导，由专业的引导员对患儿的情况

进行详细的了解和评估，并根据患儿的实际情况为其制

定更具针对性的常规训练内容和康复训练程序。 

观察组于上述基础上实施早期运动康复锻炼，采用

1 对 1 的方式，根据患儿语言、发育情况以及运动能力等

相关功能情况，评估患儿的自身状况，并为其制定个性

化的护理计划，同时，由引导员指导患儿进行综合训练。

①康复训练：通过专业的医师和康复师指导，针对患儿

的具体症状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方案，包括拉伸、肌肉锻

炼、平衡训练等内容，旨在增强肌肉力量、改善姿势控

制、促进运动功能的恢复；②功能性锻炼：通过模仿动

作、游戏式训练等方式，激发患儿的兴趣，促进大脑神

经发育和功能重建；③运动辅助技术：包括支撑装置、

步态辅助器具等，以帮助患儿更好地进行运动训练，提

高肌肉协调性和平衡能力。 

1.3 观察指标 

护理效果：给予两组小儿患者进行残疾程度评分，

总分均为 100 分，分值越低患儿病情越严重；干预后对

效果进行评价，总分上升至少 20%视为显效，总分有所

上升，但不足 20%视为有效；其余为无效。 

功能评分：借助残疾儿童综合评定标准，自拟儿童

脑瘫患儿功能评分表，分别从语言、认知、运动等功能

及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情况进行评价，每项满分均为 20

分，总分 100 分，分值越高，患儿功能恢复越优。 

相关知识掌握程度：干预后评价患儿家属对脑瘫相

关知识掌握程度，分别从疾病病因、症状两个方面评价

家属认知程度，再从日常护理方法、康复训练措施及于

患儿之间的交流方式这三个方面评价患儿家属对小儿脑

瘫患者康复知识的掌握情况，每项均为 10 分。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需数据计算借助 SPSS22．0 软件，功能评分、

知识掌握程度评分为计量资料，以（ sx ± ）描述，t 值

检验；护理效果为计数资料，以频数及构成比描述，x²

检验。计算结果判定：P＜0.05 为存在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比较两组小儿患者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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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两组护理效果，观察组评价值 96.30%高于对照 组评价值 74.07%，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小儿患者护理效果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27 12（44.44%） 8（29.63%） 7（25.93%） 20（74.07%） 

观察组 27 19（70.37%） 7（25.93%） 1（3.70%） 26（96.30%） 

X² -- -- -- -- 5.2826 

P -- -- -- -- 0.0215 

2.2 比较两组小儿患者干预后的各项功能评分 

评价两组各项功能评分，语言、认知、运动、自理

能力及社会适应度评分值均以观察组更高，P＜0.05。详

见表 2 

表 2 两组小儿患者干预后的各项功能评分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语言功能 认知功能 运动功能 自理能力 社会适应度 总分 

对照组 27 12.89±4.72 13.32±3.52 11.77±4.79 12.03±4.56 11.17±4.35 64.48±20.32 

观察组 27 15.45±2.63 15.33±1.17 14.46±2.52 15.94±2.74 15.64±2.77 76.33±10.52 

t -- 2.4619 2.8157 2.5825 3.8191 4.5039 2.6910 

P -- 0.0172 0.0069 0.0127 0.0004 0.0000 0.0096 

2.3 比较两组患儿家属对疾病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统计两组家属对疾病相关知识及康复知识掌握程

度，评分值均以观察组更高，P＜0.05。详见表 3 

表 3 两组患儿家属对疾病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病因 临床表现 日常护理方法 康复训练措施 交流方式 

对照组 27 7.17±2.72 7.82±2.52 7.47±2.79 8.73±1.56 7.37±2.35 

观察组 27 8.75±2.63 9.23±2.17 8.46±2.52 9.74±1.74 9.24±2.77 

t -- 2.1699 2.2031 2.1976 2.2457 2.6749 

P -- 0.0346 0.0320 0.0325 0.0290 0.0100 

3、讨论 

早期运动在小儿脑瘫康复护理中的应用非常重要，

有助于促进小儿脑瘫患者的神经系统发育和重塑，通过

早期的运动训练，可以刺激大脑的神经元传导，促进神

经纤维的连接和生长，提高神经系统的可塑性，从而为

康复打下良好的基础。且早期进行适当的运动锻炼可以

帮助患儿增强肌肉力量、提高关节灵活性和平衡能力，

从而改善姿势控制和日常活动能力[4]。除此之外，早期运

动也有助于预防并减轻并发症，如骨骼畸形、肌肉萎缩

等，有效提升患儿的生活品质。 

本次研究各项数据比较结果显示，评价两组护理效

果，观察组评价值 96.30%高于对照组评价值 74.07%，P

＜0.05。评价两组各项功能评分，语言、认知、运动、自

理能力及社会适应度评分值均以观察组更高，P＜0.05。

统计两组家属对疾病相关知识及康复知识掌握程度，评

分值均以观察组更高，P＜0.05。分析原因：通过早期运

动，可以改善患儿的姿势控制能力，帮助患儿更好地掌

握自己的身体，有助于提高日常生活中的独立性和自理

能力；早期运动也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对于小儿脑瘫

患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好的肢体功能和动作能力；通过

早期运动锻炼，可以促进平衡和协调能力的提高，使得

患儿在行走、站立甚至是日常活动中更加稳定和自如[5]。

然而，不同小儿脑瘫患者的情况各异，需要个性化的治

疗方案，因此应定期进行临床评估工作，制定更精细的

干预计划。 

综上所述，于小儿脑瘫康复护理中应用早期运动康

复锻炼，对于提升患儿各项功能及自理能力、提高家属

对疾病相关知识及康复知识掌握程度的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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