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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风后在运动功能恢复中双侧半球活动的研究
刘 畅

(1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张华洋
2

161{洲 , 2 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附属二院康复科 】, 以价1

摘要 :脑卒中后运动功能恢复的机制 尚未完全阐明
。

研究表明中风后功能的恢复与大脑可塑性有关
,

本文旨在 阐述近年对

一侧脑缺血后双侧大脑半球的活动的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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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瘫是脑卒中后最常见的功能障碍
。

有约 80 % 的急性期

病人和 40 % 以上的慢性期病人存在偏瘫
。

尽管偏瘫仍是脑卒

中病人在慢性期的主要病损
,

但约 40 % 的病人经治疗可恢复

说明功能康复的潜力
。

脑卒中后运动功能恢复的机制尚未完

全阐明
。

研究发现脑机能的可塑性在大脑损伤的恢复过程中

起重要作用
。

近几年
,

未受累半球的激活受到重视
。

利用断

层照相技术
、

磁共振功能成像
、

经颅多普勒以及传导路径的神

经生理研究
,

已有人表明未受累半球控制受累半球的某些神

经生理功能
。

但是对于功能恢复主要是在急性期还是在慢性

期
,

还是两者兼而有之的说法不一
。

本文旨在阐述对中风后

双侧半球活动功能的研究近况
。

1 中风后半球活动

近 30 年来
,

在神经系统疾病康复领域中最重要的研究成

果之一就是人们逐步认识到中枢神经系统(脑
、

脊髓 )在损伤

后具有结构和 / 或功能上的重新组织能力
,

即中枢神经系统具

有高度的可塑性
。

可塑性是指脑损伤后的残留部分
,

通过功

能上的重组
,

以新的方式完成以丧失了的功能
。

这种功能上

的重组不仅限于病变本身及其周围组织
,

在远离病变的部分

也产生结构和功能上的改变
。

包括双侧运动
、

感觉和视觉皮

质
、

基底核
、

丘脑和小脑等相关结构
。

有报道利用双侧经颅多

普勒血液流速检测技术(TCD )评测左右大脑半球血液流速的

改变
。

结果是双侧大脑中动脉的血液流速均增加
。

据此发现

推测
,

在此实验病人中
,

运动功能的恢复至少有一部分是由健

侧脑活动引起的川
。

从飞川口 c 等人在做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PET )时发现不管是大脑中动脉区
、

纹状体内囊区
、

基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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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还是丘脑区的卒中
,

当患侧手运动时
,

除了卒中的区域外
,

尚有同侧的体感运动区
,

双侧或对侧岛叶
、

下颈叶
、

前运动皮

层及前额叶或扣带回被激活 2
。

有报道
:

运用功能性磁共振

(创田1)对 8 例偏瘫患者进行研究
,

其中两例为左额叶梗塞
,

当

做患手运动时观察到右侧缘上 回及右侧运动前区皮质被显著

激活 [s]
。

脑损伤后病灶周围及相关皮质兴奋性增高
,

原有中

枢代表区范围改变和 (或)出现邻近皮质新的中枢代表区
,

同

侧长期强化 (拓飞 一 tij拙 州enti 如on
,

LIP )的增强和长期抑制

(b 明
一 山1祀 山p哪ion

,

L ll〕)的减弱[’, 5 ]
。

11 P 和 Lm 被描述成

神经损伤后调节功能恢复的与突触相关的机制
,

它们通过与

CAB A
,

乙酞胆碱和谷氨酸盐相关的兴奋 一 抑制活动在其他神

经递质间进行增强 一减弱的调节
。

Lll〕和 L功 与突触后膜钙 /

钙调素依赖性蛋白激酶 n 的自身磷酸化密切相关
,

他们影响

皮质突触联系和重建
,

而这对皮质投射的重建起重要作用
。

有报道大白鼠局部脑缺血后在皮质缺血损伤区周围和对侧区

域
,

电生理记录揭示了兴奋性增加
,

突触效能的长期强化能力

提高[6]
。

另外对大白鼠的免疫组化研究提供了在缺血性中风

后在梗塞灶周围皮质带和损伤对侧的皮质有存活神经元的纤

维出芽和新突触的形成[v]
。

总之
,

这种功能重建可通过两个

方面来完成
:

¹ 通过相关皮质的去抑制和 /或增强使先前存在

的通路被暴露出来或者联系增强 ;º通过神经元出芽和 / 或突

触的生长形成新的神经元的回路
。

中风后未受累半球的激活增强在功能恢复中的作用还不

明了
。

可能是未受累半球通过不交叉的皮质脊髓束帮助患肢

功能的恢复
。

然而
,

这种激活增强只在急性期感觉运动功能

严重障碍时明显增加
,

而在功能恢复较好时减低
,

虽然如此
,

在中风后 14 天未受累半球的激活现象仍然存在
。

在急性期

受累半球皮质网状脊髓束的传导增强可能与中风后急性期存

留的感觉运动功能有关
。

而未受累半球可能充当一个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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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受累半球活动的角色
。

2 康复中的运动疗法

在功 能重组 的过 程 中
,

特定 的康复训练是必 须 的
。

Me 二‘ch 和他的同事首先提出的皮层代表区
、

皮层区域
,

其可

通过感觉刺激
、

实践及学习来修正
,

也可通过对脑损伤的适应

性来调整〔8]
。

通过在学习中用经颅磁刺激对自愿者的研究表

明
,

在每天的 日常生活中
,

皮层代表区的短暂改变可能很普

遍t,]
。

若我们认真地从事一项非常熟练的运动作业
,

那么与

参与肌肉相关的皮层代表区会增大
,

如与弦乐演奏者的左手

指相关的皮层代表区增大〔’。〕
。

相似地
,

盲人经常点字
,

他点字

的手指的感觉运动皮层代表区就会扩大[ll 〕
。

这也说明了中风

后活动训练的重要性
。

对脑卒中后患者患侧运动训练已经广泛用于临床
。

形ck

M
.

则肠亩~ 等人〔lz] 运用电刺激
、

磁共振功能成像和组织学

对中风的大白鼠模型来研究感觉运动功能的变化
、

大脑的激

活图形
、

大脑缺血损伤程度和脑血管的反应性
。

发现在中风

后 3 天急性期患手运动训练可使未受累半球的激活明显增

加
,

在中风后 14 天
,

未受累半球的激活减少
,

而梗塞周围的激

活明显增加
。

这表明肢体的功能障碍与受损的感觉运动皮质

有关
,

而运动功能的恢复与脑内梗塞周围及损伤对侧半球的

功能区均有关
。

而 St司的es W R 等人进行了双侧同时运动训练的研究并得

到很有价值的成果{’3 ]
。

他们对 2 例脑卒中病人和 6 例健康对

照者行单侧和双侧的主动反复抓握运动并同时做磁共振功能

成像
。

分别在 公个时间段观察结果
。

与患手运动相 比较
,

双

侧运动在急性期能使受损半球的初级运动皮质区 (MI) 的激活

增强
。

2 周以后
,

患手运动与双侧运动对受损 Ml 的激活无显

著差异
。

这不仅是因为双侧运动减少了对皮层的激活
,

还因

为患手的活动增加了对皮层的激活
。

可能的解释就是在恢复

初期
,

未受损的半球帮助患肢的恢复
。

急性期脑卒中病人的

受损半球失去了大脑皮层的抑制功能
,

这反映了 CAB A 能的

抑制性中间神经元的损伤
,

以有显示这种皮层抑制功能的丧

失与运动功能的快速恢复相关〔‘叼
。

双侧运动对受损半球的激

活增加的机制可能是一种半球间的促进作用
,

这种作用通过

脐服体的纤维联系在初级运动皮质区或双侧 SMA 之间进行
。

在脑卒中后的运动训练中
,

对急性期病人行双侧运动训

练补充了仅患肢
“

被动运动
”
的手段

。

有资料〔ls] 显示这种
“

被

动运动
”

的训练手段对慢性期病人的进一步功能恢复特别有

效
,

这一报道值得关注
。

综合近来的文献报道
,

我们可创造理

论上的模型
:

双侧的同时运动促进大脑半球的去抑制
,

这就允

许通过分享从未受损半球来的正常运动指令进行重组
。

去抑

制也可促进未受损神经元的恢复来重建新的功能相关的神经

网络
。

同时
,

受损半球内的部分传导通路
、

间接皮质脊髓传导

通路及非受损半球内的传导通路也起很重要的作用
。

而双侧同时运动这种康复疗法是否适用于患侧肌力 (远

端肌力和近端肌力 )为 O一 2 级的患者呢? 脑卒中偏瘫病人功

能康复的功能训练包括主动运动和被动运动
。

Ma tteis M 等

人〔l6] 对 20 例健康者分别行 1 分钟肘部的主动和被动屈伸运

动及 1分钟手的主动和被动背伸运动
,

左右侧分别进行
,

同时

通过经颅多普勒超声 (冗D) 监测双侧大脑中动脉的血液流速
。

计算从静息到运动血液流速增长的百分比
。

结果表明
:

无论

是肘部运动还是手部运动
,

同侧和对侧的大脑中动脉的血流

改变无明显差异
。

我们是否可以将主动与被动运动相结合
,

即患侧的被动运动和健侧的主动运动同时进行来促进大脑的

功能重组
。

这一假设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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