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临床研究杂志                                                                          2022 年第 6 卷第 4 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Research                                                          https://ijcr.oajrc.org/ 

- 102 - 

物理疗法结合运动康复治疗急性肩袖损伤疗效分析 

曾国平 1，朱晓玲 2* 

1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康复科  云南昆明 
2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检验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了解急性肩袖损伤患者治疗中物理疗法与运动康复治疗联合使用的具体过程，并对其应用效

果进行评价。方法 本次研究在我院接受治疗的急性肩袖损伤患者参与实施，共计人数 68 例，于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期间收治。根据要求，所有患者将以分组的形式展开物理疗法、物理疗法联合运动康复治疗效果的比较与

分析，每组人数按照均等分配的原则进行划分，各为 34 例，前后分组为对照组、观察组。结果 从两组患者治疗

优良率以及治疗后的 UCLA 评分比较上来看，观察组各项指标明显更优，组间数值差异符合统计学标准（P＜
0.05）。结论 将物理疗法与运动康复治疗联合应用，使得急性肩袖损伤患者的病症得到更为明显的改善，促使其

肩关节功能、主动前屈等各项功能较快的恢复，总体治疗效果显著，临床具有推广与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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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the combined use of physical therapy and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rotator cuff injury, and to evaluate its application effect. Methods A 
total of 68 patients with acute rotator cuff injury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participat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tudy, and were admitted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all patients will be 
divided into groups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effects of physical therapy, physical therapy combined with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each group will b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equal distribution, with 
34 cases in each group. Results From the comparison of 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of treatment and the UCLA score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indicato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and the 
numer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met the statistical standard (P<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physiotherapy and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acute rotator cuff injury, and promote the rapid recovery of shoulder joint function, active forward flexion and other 
functions. The overall therapeutic effect is remarkable. It has the value of promotion and use in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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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肩袖损伤对人体肩关节功能的发挥有着较

大的影响，同时还会伴随着肩周疼痛情况的出现，对

患者的身体及心理上带来痛苦。为了让患者早日恢复

健康，临床治疗中，医师需根据患者的肩袖撕裂损伤

情况，选用恰当的治疗手段，通常涉及使用手术治疗、

非手术治疗两种方式。其中，非手术治疗包含多项内

容，如：针灸、推拿、中药制剂的服用等。不过，这

些治疗方法较为传统，虽能够改善患者的病症，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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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易反复发作，从长期疗效上来看，仍不够理想。

基于此，临床在这方面加大了研究力度，更多新的治

疗方案在临床开始得到应用。为展开进一步的了解，

本次将以具体的研究进行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参与研究的 68例急性肩袖损伤患者以物理疗

法、物理疗法联合运动康复治疗方案的不同应用，对

应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展开实验，每组各为 34 例。在

所有患者一般资料的整理中，关于性别，观察组与对

照组男性占比分别为 64.71%、61.76%；关于年龄，均

已超过 35 岁，76 岁为年龄最大值，（57.83±5.24）岁、

（57.62±5.28）岁为两组患者年龄对应平均值；在患

者受损原因的调查中，存在交通事故、跌倒损伤等情

况。经医诊断，所有患者均已确诊。患者的精神、意

识状态正常，无血液疾病、溃疡性疾病，对本次研究

的开展处于知情且同意状态。以上各项信息，两组患

者之间差异性甚小（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应用物理疗法为对照组患者进行治疗，具体方法

如下：在医生的叮嘱下，患者坚持 3 天的卧床静养治

疗。之后使用具有消肿止痛、活血化瘀功效的中药药

物为患者展开后续治疗。另外，还需涉及到中药药物

离子导入治疗仪设备、超声治疗仪的使用。在具体使

用过程中，相关医护人员需严格按照操作要求进行。

患侧肩周部位通常是电极放置的位置，按照每次 20 分

钟、一天一次的标准，完成局部肌肉的微收缩量，关

于一个疗程的设定，通常为 15 天。与此同时，移动超

声声头，于患侧肩头部位进行放置，在连续超声模式

下，以 0.5-1.2W/cm2的超声强度设置标准，按照 1 次/d、
10min/次的要求进行治疗[1-4]。 

应用物理疗法联合运动康复治疗为观察组患者进

行治疗。其中，物理疗法的具体内容与上一组患者相

同。在运动康复治疗过程中，具体包含第一期、第二

期和第三期的治疗。其中，第一期治疗所涉及到的康

复内容较为简单，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身体情况来展

开具体的治疗项目。处于急性期的患者，其疼痛较为

剧烈，为帮助其进行改善，可使用前臂吊带来支撑患

肩，指导患者保持肢体侧位姿势，此期间患者主要以

休息为主，对应时间一般为 0-3 天。在第二期治疗主

要涉及到一些物理治疗方法，其目的是为了帮助患者

改善血液循环，为后续康复治疗做好准备。在第三期

治疗过程中，患者此时的身体状态在慢慢恢复，需根

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康复训练方案，具体包括牵

拉训练、关节活动训练、肩胛骨控制训练等多项训练

内容，促使患者的肩关节功能与肌力尽快恢复。需要

注意的是，在康复训练过程中，医护人员需对患者的

耐受程度进行科学评估，在患者身体可承受范围内，

控制好运动时间和运动强度[5-9]。 
1.3 观察指标 
根据各组患者的疾病治疗情况，分别展开疗效评

估。对于治疗后疼痛感几乎完全消失，徒手前屈肌力、

肩关节功能、主动前屈功能较治疗前有了大幅度改善

的患者，视为优；对于治疗后疼痛程度减轻，因疾病

出现的各项功能障碍情况在朝向好的方向发展，此类

情况视为良；针对治疗前后病情无变化，患者的生活

仍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疼痛程度也丝毫未得到减轻

的患者，视为治疗效果差。另外，合理使用 UCLA 评

分机制，完成各项目的评估。 
1.4 统计学处理 
选用 SPSS22.0 作为统计学处理工具，计量资料采

用均数±标准差描述，用 t 检验进行统计推断，计数资

料，用百分比进行描述，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优良率 97.06%、79.41%比较中，

观察组对应优良率数值较高，组间差异符合统计学标

准（P＜0.05）。详细数据见表 1。 
2.2 两组患者在徒手前屈肌力、肩关节功能、主动

前屈功能及患者满意度四个维度评分比较中，观察组

对应分值明显更高，组间数值差异符合统计学标准（P
＜0.05）。详细数据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n，%） 

组别 n 优 良 差 优良率 
观察组 34 18 15 1 97.06 
对照组 34 14 13 7 79.41 
χ2     13.256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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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 UCLA 评分比较（分） 

组别 n 徒手前屈肌力 主动前屈功能 肩关节功能 患者满意度 
观察组 34 2.56±0.39 2.07±0.69 5.06±0.48 2.14±0.36 
对照组 34 4.85±0.76 4.79±0.58 9.21±0.75 4.86±0.75 

T  13.265 14.256 13.255 14.526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在骨科疾病治疗中，急性肩袖损伤属于常见的类

型，患者肩部疼痛、肩部外展及上举功能损伤是临床

主要的症状表现，在影响患者正常生活的同时，对其

心理也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此外，在患者病情严重情况下，肩关节挛缩症、

关节功能障碍问题也有可能会相继出现，加大对患者

身体的损伤程度。肩袖作为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在人体支撑及稳定性的维持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尤其是人体上举、关节外旋等动作的实施，更是离不

开肩袖的支撑。为此，在急性肩袖损伤疾病出现后，

患者应及时进行治疗，以便身体得到尽快的恢复。为

了达到较为理想的治疗效果，在非手术治疗过程中，

临床强调了物理疗法与运动康复治疗方法的使用。其

中，物理疗法主要涉及到一些中药药物以及相关仪器

的使用。不过，在该治疗方法单独使用的情况下，往

往不能够得到较好的治疗效果，需要与运动康复治疗

方法联合使用。在运动康复治疗方式下，所设计出的

治疗方案更加合理，通过对患者的身体状况进行评估，

将治疗时期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应用不同的治疗

手段，在满足患者康复需求的同时，循序渐进，逐渐

加大康复训练的强度，最终达到较好的治疗效果[10-14]。 
在本次研究当中，应用物理疗法联合运动康复治

疗的观察组患者不仅具有较高的治疗优良率，患者的

总体 UCLA 评分也趋于较高水平，较物理疗法的对照

组相比，各项指标数值差异符合统计学标准（P＜0.05）。
由此可见，物理疗法与运动康复治疗联合使用较物理

疗法单独使用在急性肩袖损伤患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更好，临床具有推广与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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