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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病在疾病发展过程中会损害患者的身体功

能,导致其独立的日常生活能力下降[１];其次慢性病

患者更易出现认知障碍,认知下降会影响其处理问

题的能力,后续导致自理能力下降[２],从而给个人、
家庭和社会都带来沉重负担,因此改善慢性病患者

的身体和认知功能尤为重要.研究[３]发现,功能性

任务训练是一种可以同时作用于身体和认知的训练

方式,最开始应用在老年女性中,旨在探索其与渐进

式抗阻训练相比,哪种训练对功能能力、平衡和力量

等影响更大;之后,研究侧重于探索该训练对患者身

体功能产生的作用[４Ｇ５].随着研究的深入,该方式逐

步应用到认知相关领域,以观察其对决策力、记忆力

等的影响[６].目前功能性任务训练在脑卒中、帕金

森等慢性病中得到广泛应用[４Ｇ５],对患者的身体功能

和认知功能都产生积极影响,可以改善疾病导致的

双重功能障碍.然而,国内慢性病患者应用该训练

方式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综述该干预方式对慢

性病患者的功能改善效果,以期为慢性病患者的康

复护理提供支持和借鉴.

１　功能性任务训练概述

１．１　功能性任务训练概念　功能性任务训练尚无

统一的定义,它包括各种日常活动的练习,任务执行

过程是认知、知觉和运动功能三者相互作用,并与个

人的动态环境有紧密联系[７].例如,每个人在实际

生活中会面临多变的环境,需要完成各式各样的日

常任务,该训练通过任务的变化使参与者灵活掌握

技能,适应生活环境.基于此,有研究认为它是将训

练与特定环境中的功能任务相结合,即在训练期间

针对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activityofdailyliving,

ADL)的重复训练[５].也有研究[８]认为,它是一种将

认知训练与身体训练相结合的干预形式,系统的身

体运动和刺激性的学习环境共同作用,将锻炼内容

融入到日常任务训练中.总的来说,功能性任务训

练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中同时运用身体和认知来完成

贴近日常生活功能任务的干预方式.

１．２　功能性任务训练的理论基础　功能性任务训

练基于人类运动行为模型[９]和运动学习理论[１０].
人类运动行为模型所表达的内涵是认知、知觉和行

动并非互相独立的,而是一个整体[９];运动学习也不

是由肌肉或者运动单一因素控制的,而是人们所学

的知识与运动相互作用的,促使人们能够在不同环

境下灵活运用技能[１０].在这些理论指导下,功能性

任务训练形成自身特点,即训练能够帮助患者适应

不同的环境和状态,并提高身体和认知能力[１１].慢

性病会引起身体或认知功能损伤[１,１２],如果不进行

有效锻炼会进入身体与认知双损伤的阶段,因此亟

需同时作用于二者的康复措施.人类运动行为模型

和运动学习理论为功能性任务训练改善慢性病所造

成的功能损伤提供了理论基础.

１．３　功能性任务训练的形式　功能性任务训练可

分为传统的功能性任务训练、机器人辅助的功能性

任务训练和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功能性任务训练三

种形式.传统的功能性任务训练借助日常生活中常

使用的物品,参与者在治疗师的帮助下完成这些日

常生活相关的任务,从而恢复独立生活的能力,如从

座位上站起来、使用筷子等.任务难度阶梯式上升,
训练达标度由治疗师进行判断.目前大多数研究采

用传统形式,已被用于脑卒中[４]、帕金森[５]、轻度认

知障碍(mildcognitiveimpairment,MCI)[６]等人群,
并对其产生了积极影响.机器人辅助功能性任务训

练以机器人为媒介,将机器人的制动轴与参与者患

肢相连接,用来支持肢体完成训练.患者可以根据

任务自主活动患肢,机器人补偿摩擦和重力;机器人

也可以根据活动所需动作通过系统设定轨迹带动患

肢活动,每项任务有特定的动作和得分标准.机器

人的力系统反馈用于监测和反馈参与者患肢完成任

务的功能状况.该形式已被用于脑卒中和多发性硬

化症患者[１３Ｇ１５].机器人的触觉反馈训练可以增加参

与者的视觉环境,提高其参与积极性,并且反馈能更

好地促进运动学习[１４].而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功

能性任务训练是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模拟现实场景,
形成一个视、触、听相结合的虚拟环境.任务被放置

在一个与参与者日常相关的生活环境中,能够唤起

参与者真实的生活场景.训练所获得的能力更容易

转移到日常生活应用中,便于患者形成习惯性的身

体活动,达到干预的目标,减轻去训练带来的不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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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１６],并且在康复训练中应用虚拟现实技术能提高

训练的积极性、改善肢体功能、增强神经可塑性[１７].

１．４　功能性任务训练的干预频率和周期　目前多

数功能性任务训练的频率为每周３~５次,干预时长

为３０~４５min.针对脑卒中患者的干预周期约为２
~１２周,患者在为期２周的干预后开始有机体功能

改善.有研究[１８]表示,虽然功能改善,但２周时间

相对较短,此周期更适用于住院时间较短的临床环

境;针对 MCI患者的干预周期约为８~１０周,第８
周时开始产生干预效果;其他慢性病患者,如糖尿病

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约在干预４~５周后机体功能

有改善[１９Ｇ２０].一般认为干预周期越长,其效果越明

显[２１],但是干预时间过长可能会增加失访率,影响

研究结果数据的收集[２２].在针对阿尔兹海默症

(Alzheimer’sdisease,AD)的研究[２３]中,干预１２周

仍未对其 ADL和认知水平等有影响,该研究认为可

能与参与者对训练产生疲劳和缺乏动力有关.各个

疾病的干预周期参差不齐,周期长短所带来的改善

效果也无法完全保持一致性,探寻出合适的干预周

期将有助于该训练方式的推广和应用.

２　功能性任务训练在慢性病患者康复中的应用现状

２．１　应用于脑卒中患者中

２．１．１　身体功能方面　脑卒中患者会因神经或运动

因素 受 限,日 常 生 活 需 要 依 赖 他 人,Alsubiheen
等[２４]让参与者通过完成８周的训练来改善 ADL,训
练内容包括洗脸刷牙、独立上厕所等基础性 ADL和

在附近商店购物等工具性ADL,干预后参与者ADL
的分值超过最小临床意义变化值.国内一项研究[４]

将常规训练与功能性任务训练相结合对３２名脑卒

中偏瘫患者进行训练,结果显示,大部分患者 ADL
从大部分依赖转为基本独立.上肢是个体在日常生

活中完成各种复杂和精细动作的重要器官,上肢功

能障碍直接影响生活质量[２５],Alsubiheen等[２４]和陈

姣等[２６]的研究都将功能性任务训练与常规的锻炼

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与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运动

相关的功能任务更能够改善其上肢功能.此外,在
健侧肢体代偿性使用阻碍患侧肢体功能恢复的情况

下,功能性任务训练也能提高脑卒中偏瘫患者患侧

与健侧上肢的手灵巧度[２４].功能性任务性训练还

可以改善脑卒中患者的平衡能力,Choi等[２７]的研究

将功能性任务训练和传统物理训练(步态和平衡训

练)进行比较,脑卒中患者在为期４周的训练后,前
者的平衡能力有所改善,但两者差异较小.功能性

任务训练强调有意义的功能性实践,模拟现实生活

中的情景,并进行日常相关的一些活动,这些能最大

程度地发挥其干预效果[２７].综合以上研究发现,功
能性任务训练对于脑卒中患者的身体功能总体上有

改善效果.虽然有些研究干预组与对照组没有产生

显著差异,但是实际改善效果均要高于对照组,未来

研究在改善脑卒中身体功能方面可以借鉴该方式.

２．１．２　认知方面　大多数脑卒中患者会出现视觉感

知受损,影响认知[２８].在一项研究[２８]中,治疗师根据

参与者功能状态对任务所涉及运动、认知和环境等进

行调整,例如要求患者每次清洗大小不同的杯子、拿
取不同体积的饮料倒入杯子中,结果表明,虽然干预

组的视觉感知有明显改善,但两组差异不明显.目前

研究的训练任务更侧重于运动功能的训练,可能导致

对认知改善不够显著,未来研究在设计训练内容时应

根据患者急需改善的功能类型做出适当调整.

２．１．３　社会心理方面　脑卒中患者可能因为缺乏自

我效能和自信心而影响其参与康复的积极性,不利于

康复进程.而功能性任务训练是以患者为中心,由患

者自主选择所需达成的训练目标和训练任务[２７].研

究[２７]表明,脑卒中患者参与功能性任务训练可以达到

自己的训练目标,训练的满意度提高,其自我效能感

增强,进一步促使其积极参与康复训练.陈姣等[２６]研

究表明,患者在训练过程可以感受到自身变化,自信

心增强,其焦虑和抑郁情绪也得到改善.

２．２　应用于 MCI患者中　功能性任务训练能够改

善 MCI患者的认知能力和 ADL.该方式将训练和

丰富的环境相结合,训练的内容侧重于行为连贯性

的训练,比起只进行训练或者只提供丰富的环境更

能促进大脑的发展[２３].研究[２９]发现,MCI老年人

在训练后,其执行能力得到提高,参与者通过完成物

品种类记忆、交换物品位置等任务,其定向能力和视

觉空间能力得到锻炼,日常生活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得到提升,在 ５ 个月随访中,同样观察到积极影

响[６].另一项针对有痴呆风险的认知障碍老年人的

研究[３０]表明,在６个月随访中,其认知功能改善效

果持续存在.这表明功能性任务训练对 MCI老年

人认知改善有长期影响,但目前的研究仅局限于短

期效果的观察,并未开展随访,在长期效果方面尚有

欠缺.认知功能受损会引起 ADL障碍[３１].MCI老

年人在进行功能性任务训练后,ADL相关的功能状

态均有改善[６],其原因是认知训练可以提高解决日

常生活问题的能力,该能力属于日常功能的认知维

度;体育锻炼可以改善功能状态,功能性任务训练是

二者的结合,对其功能能力具有改善作用.

２．３　应用于 AD患者中　功能性任务训练可以提高

AD患者的上肢力量,但对ADL和认知的作用还有待

探讨.一项研究[２３]中,研究者将 AD患者分３组,１２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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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的训练后,功能性任务训练组的上肢力量提高,但

ADL无显著变化,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也未出现

功能下降;此纳入的人群刚参加过为期１年的身体训

练,身体功能都呈现积极状态,虽经过１个月的洗脱

期,但也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此外 AD患者认知

功能也并未改善.故该研究认为,AD患者可能需要

更长的干预期,并且干预过程中参与者并未完全达到

干预要求,这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目前针对 AD患者

的研究较少,未来还需明确此结果是疾病本身的原

因,还是受到干预过程中外界因素的影响.

２．４　应用于其他慢性病患者中　目前功能性任务

训练在其他慢性病的应用侧重于身体体功能的改

善,在认知改善中仍有缺乏.多发性硬化症患者采

用机器人辅助的功能性任务训练,其抓握、拿起等能

力均得到改善[１３];帕金森[５]、类风湿关节炎[２０]等患

者的 ADL均得到改善;糖尿病神经病变患者在进行

为期４周、每周３次、每次３０min的训练后,功能性

任务训练组与传统平衡训练组的平衡能力平均分值

均有提高,在干预８周后,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差

异[１９].这一结果与Choi等[２７]的研究相近,在干预４
周后,干预组的平衡能力与对照组差异小.这可能

说明４周的干预周期对于平衡能力的改善效果不

够,未来应增加干预周期.

３　小结

功能性任务训练对于慢性病患者的ADL、上肢功

能、平衡能力和认知功能都有改善作用.该训练方式

以参与者为中心,所使用的工具简便易获取,训练内

容贴近生活,更便于参与者学习、操作并应用该技能.
但其仍存在一些不足:(１)目前大多研究将功能性任

务训练用于改善 ADL,而针对认知等功能的研究较

少,证据不足;(２)干预周期存在差异,干预周期的长

短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变化;(３)大部分研究只关

注了短期的结果,其在不同慢性病中的长期效果还需

要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需要更多关注功能性任务

训练对认知等其他功能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其在不同

慢性病中干预周期的差异,观察其对不同慢性病康复

的纵向影响,为慢病的护理康复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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