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康复
．
２０ １５ 年 １ ２ 月

？

第 ３ ０卷第 ６期４０ ５

？ 临床研究 ．

脑卒 中后上肢运动功能表现与习得性废用的相关性研究

危昔均 ， 方乃权

【摘要】 目 的 ：探索脑卒中亚急性期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表现与 习得性废用之间的相关性 。 方法 ：本研究从两家

医院共招募了 ２８ 例脑卒中亚急性期患者 ， 所有患者在 出院后 １ 个月 由 同
一

名 作业治疗师对其进行功能评定 。 上

肢运动功能评价采用 Ｆｕｇ ｌ

－Ｍｅｙｅｒ评定量表 （ ＦＭＡ ） 、上肢动作研究量表 （ＡＲＡＴ） 、盒子和木块测试 （ＢＢＴ） 、偏瘫上

肢功能测试香港版 （ ＦＴＨＵＥ－ＨＫ ）评估 ， 习得性废用评价采用家居活动记录表 （ ＭＡＬ ） ， 日常生活能力评价采用功能

性独立量表 （ ＦＩＭ ） 进行评估 。 相 关性分析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等级相关性分析 。 结果 ：
ＭＡＬ 的使用量评分 （ＭＡＬ －

ＡＯＵ）与 ＭＡＬ 的活动质量评分（ＭＡＬ－ＱＯＭ ）及 ＦＭＡ显示 强相关性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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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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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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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ＡＬ－ＡＯＵ 与其它

上肢运动功能表现呈现中等相关 （ 「
＝

０ ？５５ １ 至 ７ ４４ ） ；
ＭＡＬ－

ＱＯＭ 与 ＡＲＡＴ之间显示出
一般相关 （ ｒ

＝
０

．３８ ） ，

与其它上肢功能表现则 中等相关 （ ｒ
＝

〇
．５ ９９ 至 ｒ

＝

０． ７２４ ）
 ；
ＦＩＭ 与所有量表均未显示 出显著相关性 。 结论 ：上肢功

能水平越好的脑卒 中亚急性期患者越愿意在 日常生活 中使用患侧上肢 ；
判断 自 我上肢能力水平时 ，患 者则显示 出

更多依赖于上肢粗大功能表现 ， 而非手部精细功能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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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 患者中超过 ５０ ％的患者存在终身 的上肢方面 。 前期研究主要以 限制健手活动 ，促进患手活动

功能障碍
［ １＾ ］

。 上肢功能的恢复有赖于患者重复 、 主为主要策略
ｍ

，后来也有些学者试图通过去除健手限

动的功能性活动
［
３

］

。 习得性废用存在于上肢功能恢复制 、降低运动强度或者与其它治疗方法相结合达到相

的整个过程
［
４
＿

６
］

。 目 前针对习得性废用的研究主要集同的 目的
［ ７
＿ ９

］

。 本研究拟探讨习得性废用与上肢功能

中在如何减轻习得性废用的严重程度和上肢功能障碍表现之间的关系 ，将有利于脑卒中康复专业人士更深

入地认识习得性废用 、开发针对不同上肢功能水平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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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分 ，间中使用 ：程度约为脑卒中前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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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分 ，

偶尔使用 ：大部分时间使用好手 ；
１ 分 ，极少使用 ；

〇分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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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一般资料 本研究 ２８ 例患者均从香港九龙医院没有使用 。 香港版的质量评分 （ ＭＡＬ

－

ＱＯＭ ） 评价标

和香港屯门 医院的脑卒 中出 院患者中招募 ，均符合 以准为 ，
５ 分 ，用患肢可将活动完成 ，并与脑卒中前表现

下要求 ：首次脑卒中 ，且发病时间＜ ６ 个 月 ；有明显的
一

样 ；
４ 分 ，用患肢可将活动完成 ，但比正常慢一点或

偏瘫症状 ； 年龄＞ １ ８ 岁 ；功能评级 （ ｆｕｎｃｔｉ
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ｆｏｒ不是很准确 ；

３ 分 ， 用 患肢可 慢慢地或 困难地完成活

ｔｈｅｈｅｍ ｉｐｌ ｅｇｉ ｃｕｐｐｅｒｅｘｔｒｅｍｉ ｔｙ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ｖｅｒｓｉｏｎ ，动 ；

２ 分 ，在进行活动时 ，患肢在健侧协助下才可完成

ＦＴＨＵＥ－ ＨＫ）＞ ３ 级
；
肌张力 （ｍｏｄｉｆ ｉｅｄａｓｈｗｏｒｔｈｓｃａｌｅ ，此活动 ；

１ 分 ，在进行活动时 ，患肢可轻微移动 ，但对活

ＭＡＳ） ０
？

２级 ；简易神经状态量表 （ｍｉｎｉ

－

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ｅｘ－动没有帮助 ；

０ 分 ，没有使用患侧上肢进行活动 ； 日 常

ａｍｉｎａｔ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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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ＳＥ）达 １ ９分 ，可以进行简单的阅读 ；
无明生活能力评价工具采用功能性独立量表 （ ｆｕｎｃ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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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肢体疼痛 ； 签署知情情意书 。 排除站立时间＜ ２ｍｉ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ｍｅａｓ ｕｒｅ ，ＦＩＭ）
［ １Ｓ ］

。

（可以使用辅助用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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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３ 个月 内已经或者准备注射缓１
．
３ 统计学方法 上肢运动功能与 习得性废用相关

解痉挛药物 （如 肉毒素）
。

２８ 例患者中男 ２２ 例
，女 ６ 例 ； 性分析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等级相关性分析 ， 计量资料用

脑梗死 １ ５ 例 ，脑出血 １３ 例 ；左侧偏瘫 １ ５ 例 ，右侧 １ ３ 例 ；
±±邊示 ，

＿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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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５表示量表间 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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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具２

有 １ ０ 年临床工作经验的作业治疗师进行上肢运动功

能评价和习得性废用评价等功能评估 。 ①上肢运动功２８ 例患 者 出 院后 １ 个 月 ， ＭＡＬ－ＡＯＵ 评分为

能评价工具采用Ｆｕｇ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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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６ ．３ ７ ） 分 、

要应用于脑卒 中的康复评定 ，涵盖了上肢功能 ，下肢功ＢＢＴ评定为每分钟捡 （ ３２ ．６ １± １ ７
．０２ ）粒木块 。

．

能 ，平衡功能 ，感觉功能 ，关节活动度 和疼痛方面的 内上肢运动功能与习得性废用 的相关性分析示 ， 除

容 ［ １°］

。 本研究仅采用其中 的上肢功能部分 ，包括 ３ ３日 常生活能力 ＦＩＭ 与所有量表均无显著相关性外 ，其

个评定项 目 ，满分为 ６６ 分 ，其中近端的肩肘功能 ４２ 分它上肢功能测试量表间与习得性废用评价量表间均存

（ ＦＭＡ 近端 ）
， 远端的腕手功能 ２４ 分 （ ＦＭＡ 远端 ） 。 在不同程度的显著相关性 （Ｐ＜０

．
０ １ ） 。

ＭＡＬ－ＡＯＵ 与

由于原作者并没有详细列 出每个项 目 的评分方法 ， 因ＭＡＬ－

ＱＯＭ 、ＦＭＡ总分 、 ＦＭＡ 远端功能间存在显著

此 ，本研究的评分方法均采用 Ｓｕｌ ｌ
ｉｖ ａｎ 等 ［ １

４］

的标准 ；的强相关性０＝ ０
．８ ６０ ， ｒ

＝

０ ．７５ １ ， ｒ

＝
０

．７ ７ ７
， 均 Ｐ＜

ＡＲＡＴ 主要用于评价抓 、握 、捏 、粗大动作 四个领域的〇
．
〇 １ ）

；

ＭＡＬ－ＡＯＵ 与其它上肢运动功能表现呈 中等

上肢功能活动 ，包含 １ ９ 个项 目 ，总分 ５ ７ 分［
１ １

］

， 评分方相关 （ ｒ 为 ０
．５ ５ １

？

０
．
７４４

，均Ｐ＜０ ．０１ ）；ＭＡＬ
－

Ｑ０Ｍ 与

法采用 Ｙｏｚｂａ ｔ
ｉ
ｒａｎ 等

［ １ ５ ］

的标准 ；

ＢＢＴ 主要用于评价ＦＭＡ远端功能显示强相关 （ ｒ＝ ０
．７ ６５ ，Ｊ

°

＜０
．
０ １ ） ， 与

上肢灵巧性 ， 患者需要在端坐位下 ， 以 最快 的速度在其它上肢运动功能呈中等相关 （ｒ 为 ０ ．５ ９９
？

０ ．７ ２４
，均

ｌｍ ｉｉｉ 内将尽量多的木块从患侧木箱运至对侧木箱 ，通ＰＣ ０
．
０ １ ）

， 与 ＡＲＡＴ 则呈
一

般相关 （ ｒ 

＝
０

．
３ ８０ ， Ｐ＜

过所 运木 块 的 多 少 反 映 患 侧 上 肢 的 灵 巧性
［ １２ ］ ？

，〇
．
〇 １ ） 。 所有的上肢运动功能量表间显示中等至强相

ＦＴＨＵＥ－ＨＫ 主要通过功能性的活动将脑卒中患者的关性 （ｒ 为 ０ ．６ ３５
？

０ ．９ ７４
， Ｐ＜ ０ ．０ １ ） 。 见表 １

。

偏瘫侧上肢功能分成七个级别 ，从完全不能主动活动表 １ 上肢功能表现量表之间的相关性系数 （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

ｓｒ ）

的
一

级至能完成使用钥匙开锁和使用筷子（主利手 ）或ＭＡＬ－ＭＡＬ－
腸

ＦＭＡＦＭＡ
繼丁 爾

者操控夹子 （非主利手 ） 的七级［ １ ３］

。 ② 习得性废用评
Ａ〇Ｕ


近￥織


价工具采用 家 居 活动记 录 表 （ ｍｏｔｏｒａｃｔｉｖｉ
ｔ
ｙｌｏ ｇ ，

ＦＭＡ

ＭＡＬ） ，包括使用量评分 （ 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ｕｓ ｅ
，
ＡＯＵ） 和活ＦＭＡ 近端０ ．６ ９ ２

ａ０ ． ６７ ５
ａ０ ． ９ ７ ４

ａ

动质量评分 （ｑｕａ ｌ ｉ ｔｙ
ｏ ｆ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ＱＯＭ ）
［１ ５ ］

。
ＭＡＬＦＭＡ 远端ｏ ．７ ７７

ａ０ ． ７６ ５
ａ〇 ？ ８６ ９

ａｏ ． ７８８
ａ

《胤 上ｌ＾人ｖｒ
－上 ／扣 斗土 、从ｋ上；＾士ｍ白 、

丫ＡＲＡＴ０ ．５ ５ １
ａ０ ． ３８０

ａ

０ ． ７４５
ａ０ ． ７ ４７

ａ０ ．６ ３５
ａ

包含 日 吊 的 ３０｜ 活 动细 ， 香港版的使用 量评 分 ＢＢＴ０ ．７ ４４
ａ０ ．

 ５９ ９
ａ０ ． ８〇８

ａ０ ． ８０１
ａ０ ．７０８

ａ０
．７ ３ ９

ａ

（ＭＡＬ－ＡＯＵ）评价标准为 ， ５ 分 ， 常常使用 ： 程度与脑ＦＴＨＵＥ－ ＨＫ０ ．６ ９ ４
ａＱ ． ６２〇

ａ

０ ． ７ ２Ｑ
ａＱ

． ７〇２
ａ０ ．８２３

ａ０ ．
７ ２ ３

ａ０ ． ７ ６ ０
ａ

卒中之前
一

样 ；
４ 分 ，经常使用 ： 程度约为脑卒 中前的

￣

ｏ^． ｏ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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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能力 Ｆ ＩＭ 与 ＭＡＬ 及其它上肢运动功能表现 间
３＾均没有显著相关性 。 然而前期研究发现 ，亚急性期脑

脑卒 中后偏瘫侧上肢习得性废用的发展可能与生卒中患者的 日 常生活能力 与上肢功能水平呈中 等相

理学因素和心理学 因素相关
［ ６ ，

１ ８
］

。 生理学 因素包括受关
［２ ４ ］

，恢复期期患者 中 ， Ｆ ＩＭ 与 ＡＲＡＴ 和 ＦＭＡ 亦显

损侧皮层代表 区的缩小 、 中枢神经兴奋性的变化 、皮层示
一

般至中等相关性
［ ２５ ］

。 造成不同结果的原 因可能

间交互抑制的失平衡
［ ６ ’

１ ９
＿

２ ］ ］

；
心理学因素主要指操作是患者功能水平的差异 ，参与本研究患者的功能水平

性条件反射的形成 ，如患者使用健侧代偿获得强化体偏高 ，且个体间变异较小 ，偏态分布的数据可能影响了

验和使用患侧获得惩罚体验令脑卒中患者越来越少使相关分析的结果
［ １ ７ ］

。

用患手 ，更愿意使用健侧手
Ｍ

。 本研究主要探索 习得综上所述 ，正在形成习 得性废用 的脑卒 中亚急性

性废用 的严重程度与偏瘫侧上肢功能表现之间 的关期患者 中 ，患侧上肢功能水平更高者 ，更愿意在 日 常生

系 。活中使用患侧上肢 ；
随着发病时间的延长 ，患者对 自我

习得性废用 的评价 中 ，
ＭＡＬ

－ＡＯＵ 主要评价患者上肢功能判断的依据也在发生 着变化 ， 由 主要关注上

在 日 常生活中使用患侧上肢的频率 ，ＭＡＬ－

ＱＯＭ 主要肢的粗大功能表现转变到手部精细功能表现 ；
后期研

体现患者 自 我评价患侧上肢功能的表现水平 。 在本研究可以围绕上肢功能水平较差患者的习得性废用干预

究中 ， 所有参 与者 的发 病时间 均小于 ３ 个月 ， ＭＡＬ－

策略展开 。

ＡＯＵ 与 ＭＡＬ－

ＱＯＭ 显示 出强相关性 ， 此结果与 Ｌｅｅ

等
［ ２２ ］

的研究结果相似 。 提示不论是亚急期患者还是

慢性期患者 ， 自我感觉患侧功能水平越高 ，则患者越愿［ １］Ｄｏｂｋ ｉｎＢＨ
＿
Ｃ ｌ

ｉ ｎ ｉｃａ ｌ ｐ
ｒａｃｔ ｉｃｅ ．Ｒｅｈａ ｂｉ

ｌ
ｉ ｔａｔ ｉ

ｏｎａ ｆｔｅｒｓ ｔｒｏｋｅ

意在 日 常生活 中使用患侧 ，此现象与 Ｃｈｅｎ 等 ［２３］ 的前［Ｊ ］ ．
Ｔｈ ｅＮｅｗＥｎｇ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ｅｄ ｉｃ ｉｎｅ ， ２〇〇５ ，３５ ２

期研究相似 ，表明帮助患者提高 自 我效能水平 ，
可促使（ ｉ ６ ） ： Ｉ ６７７

－

１ ６％

患者在 日常生活中更频繁地使用患侧上肢 。 患者 自评［２１ＧｏＡＳ ’Ｍｃ＾ ａｆｆ ａｒｔａｎＤ
’Ｋｏｇｅ ｌ

＊

ＶＬ
’ｅ ｔａ ｌ ＿Ｈｅａｎｄ ｉｓｅａｓｅ

的上肢功能水平 ＭＡＬ－

ＱＯＭ 与其它上肢功能评价工
－ｄｓ ｔｒｏ ｋｅｓ ｔａ ｔ

ｉ
ｓ ｔ

ｉ
ｃｓ
—

２ ０１ ４ｕｐｄａｔｅ ：
＾－ｐｏ ｒｔ ｆｒｏｍ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ｅａｒ ｔＡｓ ｓｏ ｃ ｉａｔ ｉ ｏｎ Ｌ Ｊ 」 ． Ｃ

ｉ
ｒｃｕｌａ ｔ ｉ ｏｎ ，

幺０ １ ４
，

具间的相关性显示出较大的个体差异 。 其中测试内容ｗ２８ ２９２

难度较低的
ＦＭＡ

、
ＢＢＴ和ＦＴＨＵＥ 与ＭＡＬ

－

ＱＯＭ之
［３］ＢｕｍａＦ

，
Ｋｗａｋｋｅ ｌＧ

，
ＲａｍｓｅｙＮ．Ｕｎｄ ｅ論ｎｄ ｉｎｇｕｐｐｅｒ

间显示 出 中 等至强相关性 ， 而测试任务 难度较高 的ｌ
ｉ
ｍｂ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ｆｔ ｅｒｓ ｔｒｏｋｅ［Ｊ］ ．
Ｒｅｓ ｔｏｒａ ｔ

ｉ
ｖｅＮｅｕｒｏｌ ｏｇｙａ

ｎｄ

ＡＲＡＴ与ＭＡＬ
－

ＱＯＭ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却 只呈现
一

Ｎ ｅｕｒｏｓｃ ｉｅｎｃｅ ， ２ ０ １ ３ ， ３ １ （ ６ ） ：７０ ７
－

７ ２２ ．

般相关。
Ｌｅｅ等

［ ２ ２］

的研究 中 出 现 的ＭＡＬ
－

ＱＯＭ与［
４
］Ｈ ｕｍｍ

 ＪＬ ，Ｋｏｚ ｌｏｗｓｋ
ｉＤＡ ，Ｊ ａｍ ｅｓＤＣ ，ｅ ｔａ ｌ

．
Ｕ ｓｅ

－

ｄｅ
－

ＡＲＡＴ 呈 中等相关并没有在本研究出 现 ， 其结果的差ｐ
ｅｎｄｅｎｔｅｘａ ｃｅｒｂａ ｔ ｉｏｎｏｆｂｒａ ｉ

ｎｄａｍａ
ｇ
ｅｏ ｃｃｕ ｒｓｄｕ ｒ ｉ

ｎｇａｎ

异性可能是 由所招募的受试者功能特点存在 区别导
ｅａｒｆｙｐｏ ｓＨｅｓｂｎｖｕ ｌ

ｎｅｒａｂｌ
ｅｐｅｒｉｏ ｄ Ｂｒａ ｉ

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致 。 本研究招募的受试者均处于亚急性期 ，正处于习 １ ９９ ８ ’ ７８３ （ ２ｈ２ ８６－ ２９ ２ ＿

Ｌｅｅ

Ｃ ５］Ｍ ａｙ
ｏＮＥ ，ｗｏｏｄ

；

Ｄ－ｐｈ－ ｅ

＾

ｃｏ ｔｅ Ｒ － ｅｔａ ｌ －

ｐａ
ｒ ｔ ｉｃ ｉ

ｐ
ａｔ ｉｏｎ ，

ａｎｄｑ
ｕａ ｌ ｉｔ

ｙｏ
ｉ ｉ ｉ 士ｅｂｍｏｎｔ ｈｓ

ｐｏｓ ｔ ｓ ｔｒｏｋｅ
｜＿ Ｊ 」 ．

成较稳定的习得性废麵恢复誠者相 比 ，
２ 组患者Ａｒ ｃｈ ｉ

ｖｅｓ ｏ ｆＰｈｙ ｓ
ｉ
ｃａｌＭｅｄ

ｉ
ｃ

ｉ
ｎｅａｎｄＲｅｈａｂ

ｉ
ｌ

ｉ
ｔａ ｔ ｉｏｎ ，

２ ００ ２
，

对上肢功能的认知及 自 我评价的上肢功能水平都可能

存在较大的区别 ，同时亦提示我们 ，亚急性期患者判断［ ６］ＴａｕｂＥ ，Ｕ ｓｗａｔ ｔ ｅ Ｇ ，ＭａｒｋＶＷ ，
ｅｔａ ｌ ．Ｔｈ ｅｌｅａ ｒｎｅｄｎｏｎ

－

自 己 的上肢功能水平可能王要通过简单的上肢功 目自活ｕｓｅｐｈｅｎｏｍ ｅｎｏｎ
：
ｉｍｐ ｌ ｉ ｃａ ｔ

ｉ
ｏｎ ｓｆｏ ｒｒ ｅｈａｂ ｉ ｌ ｉ

ｔａｔ
ｉｏｎ ［ ＿

Ｊ ］ ．Ｅｕ－

动 ，而恢复期患者则可能主要通过手部精细活动能力 。 ｒｏｐａＭｅｄｉｃｏｐｈｙ ｓｉｃａ ， ２〇 〇６ ，
４ ２ （ ３ ）

：
Ｍ ｌ

－

２５ ６ ．

此外 ， Ｌｅｅ等
［ ２ ２］ 也发现随着康复干预 的实施 ， ＭＡＬ

的［ ７］Ｈ ｏａｒｅＢＪ ，
ＩｍｍｓＣ

，
Ｒａｗｉｃｋ ｉＨＢ ，ｅｔａ ｌ ．Ｍｏｄ ｉｆ ｉ ｅｄｃｏｎ

－

变化与 ＡＲＡＴ 的变化之间并没有出现显著的相关性 ，
ｓｔｒａ ｉ

ｎＨｎｄ ｕ ｃｅｄｍｏｖｅｍｅｎ ｔｔｈ ｅｒａ ｐｙｗｂｉｍａｎ ｕａ ｌｏｃｘｕ ｐａ
－

随着患者上肢功能 的恢复 ，ＭＡＬ与ＡＲＡＴ之间 的相
ｔ ｉ ｏｎａ ｌｔ ｈｅｒａ

ｐ ｙ
ｆｏ ｌ ｌｏｗ

ｉ
ｎｇ ｉ

ｎ
ｊ
ｅｃ ｔ

ｉｏｎ ｏ ｆＢｏｔ ｕ ｌ
ｉ
ｎｕｍｔｏｘｉ ｎ

－Ａｔｏ

关性有逐渐变小 的趋势 ， 因此 ， 由 于本研究纳入患者的二
ｅｂｉ

ｍａｎｕａ ｌｐ
ｅＡｒｍａｎ ｅｅ ｉ

ｎｙｃ

＾
ｇｗｄ

＿
＿

＿ ，

 ，
．ｈ ｅｍ ｉｐ ｌ ｅ

ｇ
ｉ ｃｃ ｅｒ ｅｂ ｒａ

ｌｐａ ｌ ｓｙ
：
ａｒａｎｄｏｍ ｉ ｓｅｄｃｏ ｎｔ ｒｏ ｌｌ ｅｄｔｒ ｉａ ｌ

动 功 能水平 和 习 得 性废用 表现 明 显 更好 ， 出 现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ａｐｅ ｒ［Ｊ ］ ，ＢＭＣＮｅｕ ｒｏ ｌｏｇ ｙ ， ２０ １ ０ ， １ ０ （ １ ） 
：
５ ８

－

６ ６ ．

ＭＡＬ 与
ＡＲＡＴ 之间相关性较低的现象并不奇怪 ， 使

［
８
］Ｆｕｚ ａｒ０Ａｃ

，
Ｇｕ ｅｒｒ ｅ ｉｒｏＣＴ ， Ｇａ

ｌｅ ｔｔ
ｉＦｃ ，

ｅ ｔａ ｌ ．Ｍｏｄ ｉ
ｆ

ｉ
ｅｄ

用 ＭＡＬ 作为主要治疗效果指标也可能存在
一定 的风

ｃｏｎｓ ｔ ｒａ ｉｎｔ
－

ｉ
ｎｄｕｃｅｄ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ｄｍｏｄ ｉ

ｆ
ｉ
ｅｄ

险 ，它可能并不能像其它上肢运动功 目＆评价工具
一＇样 ，ｆｏ ｒｃｅｄ －

ｕｓ ｅｔｈｅｒａ
ｐｙ

ｆｏ ｒｓ ｔｒｏｋｅｐａｔ ｉｅｎ ｔｓａ ｒｅｂｏ ｔｈｅｆｆ ｅｃｔ ｉｖ ｅ ｔｏ

出现治疗前后或者不同治疗组之间的显著区别 。 日 常ｐｒｏｍｏ ｔｅ ｂａｌ
ａｎｃｅａｎｄｇａ ｉ

ｔ ｉ
ｍ

ｐ
ｒｏｖ ｅｍ ｅｎ ｔｓ＾ ］

．ＲｅｖＢｒａｓ Ｆ ｉ

－



４０８Ｃｈ ｉｎｅ ｓｅ
 Ｊｏｕ ｒｎ ａｌｏｆ Ｒ ｅ ｈａｂ ｉ

ｌ
ｉ ｔａ ｔｉｏｎ ， Ｄｅｃ２０ １５ ， Ｖｏ ｌ ．３ ０Ｎｏ ． ６

ｓ
ｉｏｔｅ ｒ

， ２ ０ １ ２ ， １ ６ （ ２ ） ：１ ５７
－

１ ６ ５ ．［ １ ７ ］Ｓｕｌ ｌ ｉ ｖａｎＫＪ ，Ｔ ｉ ｌ ｓｏｎ ＪＫ ，
Ｃｅｎ ＳＹ ，ｅｔａｌ

．
Ｆｕｇ ｌ

－Ｍｅｙｅ
ｒ ａｓ

－

［ ９］Ｎｏｒｄｓ ｔｒａ ｎｄＬＡ ，
Ｅｌ ｉａｓ ｓｏｎＣ．

Ｓｉｘ
ｙ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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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启 示

从 ２０１ ５ 年 ７ 月 ２ ２ 日起 ，本刊 交纳各项 费用 （如审稿 费 、版面 费 、 广告 费 、订刊 费 、 版杈

费及发行费等 ）均改为银行柜 台或 网银转账汇款 （禁止无卡现金汇款或支付 宝 、 财付通等

转账）
，
不再通过邮局 汇款或现金 。 本刊银行账号 为 同 济 医 院对公账号 ， 具体信息请登录

网 站 ｗｗｗ ．ｚｇｋｆｚｚ． ｃｏｍ 首页
“

汇款要求
”

查看 。

特别提示 ： 本刊 只接受给华 中科技大学 同 济 医 学院 附属 同 济 医 院单位转帐 。 目 前如

有非 法机构 冒充《 中 国康复 》收取费 用 ， 多 以个人名义要求转帐 ， 请作者注 意甄别 ，谨防上

当 受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