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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BU!

术后患者
&

种股四头肌等长训练方法效果比较

李亚娟!江钟立#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康复医学系
!

&%))&$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对全膝关节成形术"

BU!

%术后患者股四头肌在屈曲
*)j

时分别进行
&

种等长方法的训练!比较
&

种方法

对于训练股四头肌肌力的效果&方法
!

通过使用等速肌力测试与训练专用设备"

.1Y3̂B

肌力训练测试系统%对
'*

例
BU!

术

后患者分别进行短暂等长最大收缩训练"

3̂Y[

%和短暂重复等长最大收缩训练"

32̂Y[

%

&

种股四头肌等长训练方法!训练周期为

&

周&训练结束后!测试结果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加以分析&结果
!

在短期内!

3̂Y[

和
32̂Y[

方法均可以有效地提高股四

头肌的肌力!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但采用
32̂Y[

训练方法更有效于采用
3̂Y[

训练方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结论
!

32̂Y[

可有效地提高肌肉力量!比
3̂Y[

方法训练效果更佳&

关键词"全膝关节成形术$

!

股四头肌$

!

短暂等长最大收缩训练$

!

短暂重复等长最大收缩训练$

!

峰力矩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9&/$#""

"

&)%9

%

)9/%)%&/)'

!!

等长训练是肌肉以等长收缩的形式使人体保持某一特定

位置的练习#收缩时肌肉长度不发生改变#肌肉张力增加#所

以#也被称为等长性力量练习或静力性练习+等长阻力训练

$

2̂[

&是利用等长方法进行的抗阻训练#是增加肌力的最迅速

方法之一+临床上#除按一般等长收缩原理进行的简单训练外

$如下肢被石膏固定于伸直位时#让患者经常主动收缩股四头

肌&#目前常用的
2̂[

方法还有短暂等长最大收缩训练

$

3̂Y[

&和短暂重复等长最大收缩训练$

32̂Y[

&+

3̂Y[

方法

由国外学者提出#即对训练对象进行一次最大等长收缩#之后

在第
%

天基础上#每天增加一定负荷的训练方式+

32̂Y[

方

法主张采取短暂重复性收缩的训练方式#并抵抗一定阻力+

&

种方法对于训练肌肉力量方面有显著效果)

%

*

+实践证明!健康

人群每日做
%

次最大允许度的等长收缩已足够引起静止性肌

力的增强+而对于短暂重复性训练#临床上多采用患者
*)A

最大随意收缩力$

Y;.

&作为训练阻力)

&/#

*

+由此可以看出#在

进行等长训练时#训练次数和强度上可以有很大不同#训练效

果也有很大差异#而有关等长训练方法间的比较很少#因此本

试验主要针对此方面进行研究+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入选标准
!

选取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
'*

例#男女各

%6

例#年龄
""

"

*)

岁+受试者理解试验目的+

$($(/

!

试验前准备
!

记录各受试者年龄(体质量指数$

3Ŷ

&(

股四头肌最大等长收缩肌力数据+具体数值见表
%

+受试者

各项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

)()"

&#符合试验入选标准+

表
%

!!

试验前受试者各项数据#

P B̀

$

项目
3̂Y[

组
32̂ Y[

组
L

年龄$岁&

"9(%*9̀ )(9"' "*(**9̀ )("%* )(&)$

3Ŷ

$

a

>

"

7

&

&

%$('9#̀ %(''* &)(&&&̀ %('9' )(')'

训练前
Y;.

$

Z

&

%""(**9̀ "%(9)& %*'(%*9̀ #9(%)* )(9$6

$(/

!

测试仪器
!

采用
.1Y3̂B.3/&

下肢肌力评定及训练机

$阿尼玛公司
+̂ Z!B1

#产地!日本&+

$('

!

方法
!

$

%

&受试者随机平均分为
&

组#每组
%6

例#男女各

$

例+$

&

&测定受试者最大肌力#测试方法采用坐姿测试#受试

者髋关节屈曲坐在椅子上并用固定带将其骨盆(大腿中部固定

在测试椅上#膝关节的运动轴心与测试系统动力臂的旋转轴心

一致#动力臂末端的阻力垫固定于受试侧小腿前下
%

"

'

处#并

进行受测试下肢肢体质量的称重#用于对测试获得的肌力数据

进行校正#以去除肢体运动时的重力作用+要求受试者在收缩

时抓握坐垫边缘以增加稳定性)

"

*

+受试前做
'

次亚级量等长

收缩为热身#然后在膝屈曲
*)j

下做股四头肌伸展的最大等长

收缩测试#测试
'

次#每次坚持
"E

#间隔
%7<=

#待受试者恢复

后进行下一次测试#

'

次结果取平均值)

"

*

#以获得试验前
Y;.

数据+$

'

&分为
&

组进行训练#训练周期为
%

周+

3̂Y[

组!第

%

天根据测试的结果进行一次最大等长收缩训练#维持
"E

#记

录被测者所能保持
"E

的最大收缩力度+以后阻力每天增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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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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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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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并根据每位受试者测试时测量的下肢长换算成增加的负

荷)

%

*

#逐渐增加目标肌力#每天进行一次#持续
"E

+

32̂Y[

组!将各受试者
Y;.

的
*)A

设为目标肌力#每天做一组#每组

%)

次#每次持续
"E

#间歇
&)E

)

%

*

+$

#

&

&

周后再次进行股四头

肌屈曲
*)j

下最大等长收缩测试#体位及方法如前+$

"

&进行统

计学处理#比较
&

组训练前后肌肉力量变化+

$(1

!

测试指标

$(1($

!

峰力矩$

,B

&

!

指肌肉收缩时产生的最大力矩输出#代

表肌肉收缩时产生的最大肌肉力量+

$(1(/

!

力矩体质量比
!

指单位体质量的峰力矩值#代表肌肉

收缩的相对肌力#可用于不同体质量的个体或人群之间的

比较+

$(2

!

统计学处理
!

对于试验数据均使用
[VNDI

录入#并应用

统计学软件
5,55%$()

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P 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配对及独立样本
>

检验比较#以
L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对
3̂Y[

组与
32̂Y[

组分别进行训练前后肌力的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L

%

)()"

&#说明
&

组受试者在接受
&

周

训练后肌力均有显著提升+训练后
&

组受试者之间肌力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

)()"

&+见表
&

+

表
&

!!

训练前后肌力比较#

P B̀

'

Z

!

7

$

时间
3̂Y[

组
32̂ Y[

组
L

训练前
%""(**9̀ "%(9)& %*'(%*9̀ #9(%)* )(9$6

训练后
%$'('''̀ ""('%& &%'(**9̀ "#(")# )("'*

L )())) )()))

!!

对
3̂Y[

与
32̂Y[&

组受试者肌力的增长进行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见表
'

+

表
'

!!

肌力增长比较#

P B̀

'

Z

!

7

$

项目
3̂Y[

组
32̂ Y[

组
L

训练后
/

训练前
'9(**9̀ #(66" ")(")%̀ 6()%$ )())9

力矩体质量比
)(*9"̀ )()*9 )(69&̀ )()6&

!!

采用
32̂Y[

方法的受试者肌力增长平均值比采用
3̂Y[

方法的受试者更高#说明采用
32̂Y[

训练方法更有效于采用

3̂Y[

训练方法+见图
%

+

图
%

!!

&

种等长训练方法肌力增长平均值比较

'

!

讨
!!

论

!!

膝关节作为人体构成中的一个重要关节#它的正常活动对

于人体的坐(站(行走有重要影响+关节的正常活动是各运动

肌群共同协调相互拮抗的结果#对于膝关节而言#主要是膝关

节屈伸肌#其力量的平衡是保持关节稳定的重要因素+正常情

况下#屈伸肌比率保持在
*)A

"

9)A

比较适宜)

%

*

+对关节运

动肌群的功能增强训练#可有效提高运动能力#增强关节的稳

定性#对预防损伤和提高运动功能有重要意义+

膝关节的伸展主要靠股四头肌的收缩来完成+试验证明#

膝关节伸肌在膝屈曲
*)j

下能够发挥其最大功能)

*/9

*

#在此角度

下#股四头肌处于最适初长度#在最适初长内#粗肌丝肌球蛋白

横桥与细肌丝的肌动蛋白结合数目最多#从而使肌纤维收缩力

增加+此时#肌小节长度为
&()

"

&(&

!

7

+肌小节过短或过长

都将因肌球蛋白横桥与肌动蛋白结合的数目减少而导致肌力

下降+所以#本试验选择在该角度下进行#使股四头肌在最佳

的收缩角度下#比较
&

种训练方法的效果#研究其其是否具有

差异性+进行等长训练时#肌力的增强与训练角度相关#仅在

进行训练的某一角度上下一定范围内才能获得训练效果+同

时#由于在肌力训练中存在生理溢流现象#因此还不能确定在

其他角度下也遵循本次试验结论#需要在不同角度下对健康人

群进行训练#进一步积累数据+

在临床上#等长收缩训练在提高肌力方面有显著效果#具

有显著的变时(变力和升压作用)

6

*

#且具备以下特点)

$/%%

*

!$

%

&

简便易行#对场地和设备的要求较低+$

&

&运动时无关节活动

所以不易导致运动损伤+$

'

&肌力增强较显著#有助于防治废

用性肌萎缩+$

#

&运动时通过肌肉泵作用#有助于血液回流#减

轻肢体水肿+李放等)

%&

*研究证明#肌肉在等长收缩时#高位中

枢对被抑制的脊髓前角神经元的兴奋作用可以减轻关节源性

肌肉抑制#加强募集#在收缩时可兴奋被抑制的肌肉纤维#具有

较高的临床治疗意义+

在训练方法上#除了简单的等长收缩训练$如固定于某一

角度进行主动收缩&外#还有其他某些方法#如每日进行一次最

大等长收缩训练#何成松)

"

*发现#采用
&

"

'

最大力量做一次或

多次静力练习将有效地提高肌肉力量+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

将男(女受试者分成若干组#每天分别以
&"A

(

")A

(

9"A

和

%))A

的最大力量做一次等长训练#除用
&"A

最大力量这一组

外#其余各组受试者的力量在训练后均有所增加+

3̂Y[

和

32̂Y[

等长抗阻训练方法是目前临床上比较常用的方法#本

次试验结果也表明#这
&

种方法均可以有效增强运动肌的肌

力#同组受试者训练前后肌力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

&

种方法主要在收缩次数和强度上有所差异+采取

3̂Y[

方法进行训练#它强调每天只进行一次最大强度的等长

收缩#重点是循序渐进#每天增加训练负荷量+以往试验发现#

经过一段时间训练肌力可增长
6)A

"

%*&A

+某些作者认为

其原理为)

%

*

#维持
"

"

*E

的最大负荷等长收缩期间#由于肌肉

强烈收缩#进入肌内的血流近于被阻断#此时肌内的能量主要

依靠无氧酵解来维持#会产生一定数量的乳酸和
+

k

+肌肉松

弛后#由于局部
Q

+

值下降#促使毛细血管扩张#从而使肌组织

获得较多营养#有利于肌力的增加+但此方法的缺点是长期训

练后肌力的增长会进入一个平台区+而采用
32̂Y[

方法#除

保留了
3̂Y[

方法的优点外#肌肉的神经支配程度和肌肉的激

活程度比
3̂Y[

方法更高)

%

*

#这是因为肌肉收缩刺激肌肉内(

肌腱(关节囊及韧带的感受器#促进神经肌肉支配#且
32̂Y[

训练方法更符合增强肌力应遵从的/训练次数宜多0原则+本

次试验结果也表明#采用
32̂Y[

方法训练#其肌力的增长幅

度要高于采用
3̂Y[

方法+

在肌肉进行等长收缩时#随着疲劳程度的增加#肌肉的工

作效率会受到影响)

6

#

%'

*

#持续的肌肉收缩可以引起血压上升#

会增加训练者的心血管负担#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Z<EJ<aGTG

等)

%#

*认为#等长运动增加了心率和主动脉压#而
.h/

DM=<=

等)

%"

*认为等长运动增加了外周血管阻力#在训练中要根

据患者的情况及损伤程度选择适宜的训练强度+特别是采取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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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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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Y[

方法训练时#训练对象需要以自己的
Y;.

度进行训练#

血压上升幅度较大#对于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有一定危险性+

而采用
32̂Y[

方法训练时#由于只让患者使用
*)A

的
Y;.

进行收缩#心血管负担相对较少#因此安全性相对
3̂Y[

方法

有所提高+肌肉强烈收缩的时间不宜长于
*

"

%)E

#否则肌肉

将因血流阻断过长而受损#也会增加心血管负担+对于病肌#

更应谨慎#因而认为一般肌肉强烈收缩的时间不宜长于
"

"

*

E

+在训练次数上#坚持训练
#

"

*

周#每周按排
"

次训练#每次

进行
"

"

%)

次最大等长收缩#每次持续的时间为
"E

较为适

宜#这与学者观点一致)

%*

*

+

此外#为了更精确地评价股四头肌的功能情况#避免由于

个体之间体质量不同影响测试结果#故进行力矩体质量比$首

末
&

次峰力矩之差除以各自体质量&+

对股四头肌分别进行
3̂Y[

与
32̂Y[&

种
2̂[

方法训练

后#肌肉力量显著提高#且采用
32̂Y[

方法比
3̂Y[

方法训

练效果更佳+因此#在临床上更提倡短暂(重复性的等长抗阻

训练方式#但也要防止出现肌肉的疲劳收缩#在收缩持续时间

和收缩重复次数方面要注意+等长收缩对增强肌力方面有显

著作用#具有较好的康复疗效#尤其对某些疾患导致的关节源

性肌肉抑制和关节源性肌肉软弱$如骨关节炎等&#建议在临床

中推广合理的等长收缩训练+

参考文献

)

%

* 郭学军#王敏华
(

康复医学)

Y

*

(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

&))#(

)

&

* 李放#白玉龙#李云霞#等
(

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的多点间

歇等长练习)

e

*

(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

#

%%

$

#

&!

%#6/

%#$(

)

'

* 扬丹
(

等长负荷诱发肱二头肌疲劳过程中
E[Y]

信号变

化)

e

*

(

体育与科学#

&)))

#

&%

$

"

&!

&9/&6(

)

#

*

YGMaE2(

短期与长期股四头肌训练对
%

例膝骨关节炎的

疗效比较$英&)

e

*

(,J

S

E<CFJDMG

QS

#

%$$#

#

6)

$

#

&!

%$"/%$$(

)

"

* 何成松
(

股四头肌等长练习后的转矩及肌电变化)

e

*

(

国

外医学$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册&#

%$$#

#

%#

$

&

&!

9%(

)

*

*

BG=e

#

3GIN<Z

#

5D

Q

<N<;

#

DFGI(̂ECa<=DF<NG=K<EC7DFM<N

EFMD=

>

FJ<=CEFMCGMFJMCE<ECLFJDa=DD

)

e

*

(!7e

Q

J

S

EYDK

2DJGH<I

#

%$$"

#

9#

$

'

&!

'*#/'*$(

)

9

* 张琦#李佳齐#徐燕文#等
(

膝关节屈曲角度对主动肌和拮

抗肌共同收缩和力矩的影响)

e

*

(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9

#

%'

$

*

&!

"6%/"6&(

)

6

* 励建安#江钟立#陆晓#等
(

等长收缩运动心血管反应的特

点与调控机制)

.

*

(

康复医学发展论坛暨庆祝中国康复医

学会成立
&)

周年学术大会论文集#

&))'(

)

$

* 孙启良#谢欲晓#李汇川#等
(

股四头肌等长练习治疗膝关

节骨性关节炎)

e

*

(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6$

#

#

$

&

&!

&&(

)

%)

*罔西哲夫
(

股四头肌肌力增强的方法论)

e

*

(

国外医学$物

理医学与康复学分册&#

%$$&

#

%&

$

'

&!

%&9(

)

%%

*倪国新
(

股四头肌等长加等张训练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

炎)

e

*

(

金陵医院学报#

%$$$

$

%&

&!

%"$/%*%(

)

%&

*李放#徐一鸣#沈丽英#等
(

等长收缩可以减轻关节源性肌

肉抑制)

e

*

(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

#

%$

$

&

&!

%&9/%&6(

)

%'

*聂文良#吕晓红#郭梁
(

两种力量训练对股四头肌抗疲劳

能力影响的表面肌电评定)

e

*

(

中外医疗#

&))6

#

&9

$

%#

&!

%'9(

)

%#

*

Z<EJ<aGTGd

#

UG=a<+

#

1

>

GTG5(2CIDCL=<FM<NCV<KD<=

NCMC=GM

S

PGEC7CF<C=KOM<=

>

JG=K

>

M<

Q

DVDMN<ED

)

e

*

(!7

+DGMFe

#

%$$9

#

%'#

$

"

&!

$*9(

)

%"

*

.hDM=<=e

#

!ODMHGNJY

#

5O=UB

#

DFGI([LLDNFECL7CK<L<DK

Q

JGM7GNCIC

>

<NEFMDEEG

QQ

MCGNJDEC=J

SQ

DMD7<N7

S

CNGMK</

GIHICCKLICT

)

e

*

(eZONIYDK

#

%$$"

#

'*

$

#

&!

"9"(

)

%*

*邓树勋#王健#乔德才
(

运动生理学)

Y

*

(

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9/)%/&'

&

#

!

通信作者'

[/7G<I

!

#%&'&$"*

$XX

(NC7

+

!临床探讨!

重庆市主城区单采血小板报废原因分析

李
!

军%

!刘
!

博%

#

!代华友&

"重庆市血液中心(

%(

机采成分科$

&(

质管部
!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造成单采血小板报废的原因!探究降低单采血小板报废率的相应措施&方法
!

收集
&)%&W&)%"

年重庆

市主城区单采血小板报废情况的资料!分别对血液检测或其他原因报废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W&)%"

年全年采集的单采血

小板共
#"))"

个治疗量!报废的单采血小板为
6$9

个治疗量!总报废率为
%($$A

!报废的主要原因为检验不合格"

6*)

个治疗量%

和其他原因报废"

'9

个治疗量%&结论
!

献血前有针对性地对献血者进行干预!加强献血宣传和献血前的健康征询!降低互助献

血的比例!可有效降低单采血小板报废率&

关键词"单采血小板$

!

报废$

!

分析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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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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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输血仍然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临床医治方式+由于我

国医疗水平发展不均衡#危重患者相对集中在医疗水平较高的

中心城市就诊#而这些中心城市里的献血者相对固定#血液资

源$包括全血与成分血&相对有限+单采血小板作为成分血的

一种#与传统手工血小板比较#其临床应用优越性尤为显著+

为保证临床用血安全#减少宝贵的血液资源浪费#本研究通过

分析
&)%&W&)%"

年重庆市主城区单采血小板的报废原因#为

降低单采血小板报废率供科学依据#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通过献血者本人填写的1献血者健康征询及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9

年
#

月第
%#

卷第
9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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