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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康复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康复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康复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康复

骨性关节炎的康复骨性关节炎的康复骨性关节炎的康复骨性关节炎的康复

强直性脊柱炎的康复强直性脊柱炎的康复强直性脊柱炎的康复强直性脊柱炎的康复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康复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康复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康复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康复

概概概概 述述述述

• 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

主要是主要是主要是主要是关节滑膜关节滑膜关节滑膜关节滑膜，，，，其次为浆膜其次为浆膜其次为浆膜其次为浆膜、、、、心心心心、、、、肺肺肺肺、、、、血管血管血管血管、、、、

神经及眼等结缔组织广泛发生的免疫性炎症神经及眼等结缔组织广泛发生的免疫性炎症神经及眼等结缔组织广泛发生的免疫性炎症神经及眼等结缔组织广泛发生的免疫性炎症，，，，为为为为
全身性自身免疫性全身性自身免疫性全身性自身免疫性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疾病疾病疾病。。。。

发病特点发病特点发病特点发病特点

• 温带温带温带温带、、、、亚热带亚热带亚热带亚热带、、、、寒带地区多见寒带地区多见寒带地区多见寒带地区多见，，，，发病率较高发病率较高发病率较高发病率较高，，，，约约约约
在在在在0.30.30.30.3％％％％----1111％％％％左右左右左右左右。。。。我国患病率平均我国患病率平均我国患病率平均我国患病率平均0.30.30.30.3％。％。％。％。

发病特点发病特点发病特点发病特点

• 男男男男女女女女之比约为之比约为之比约为之比约为1111：：：：1.51.51.51.5----8888。。。。

• 发病年龄发病年龄发病年龄发病年龄 我国观察我国观察我国观察我国观察，，，，发病年龄最小者发病年龄最小者发病年龄最小者发病年龄最小者9999个月个月个月个月；；；；最最最最
大为大为大为大为77777777岁岁岁岁，，，，20202020----49494949岁岁岁岁发病者居多发病者居多发病者居多发病者居多。。。。



临床表现临床表现临床表现临床表现

关节症状关节症状关节症状关节症状

• （（（（一一一一））））晨僵晨僵晨僵晨僵 常在关节疼痛前出现常在关节疼痛前出现常在关节疼痛前出现常在关节疼痛前出现。。。。

• （（（（二二二二））））关节肿痛关节肿痛关节肿痛关节肿痛 多呈对称性多呈对称性多呈对称性多呈对称性，，，，常侵及掌指常侵及掌指常侵及掌指常侵及掌指、、、、腕腕腕腕、、、、

肩肩肩肩、、、、踝踝踝踝、、、、膝等关节膝等关节膝等关节膝等关节。。。。以清晨疼以清晨疼以清晨疼以清晨疼

痛最显著痛最显著痛最显著痛最显著。。。。

关节外表现关节外表现关节外表现关节外表现

关节外表现关节外表现关节外表现关节外表现

• 1.1.1.1.类风湿结节类风湿结节类风湿结节类风湿结节 见于见于见于见于15151515----20%20%20%20%患者患者患者患者，，，，多见于前臂受多见于前臂受多见于前臂受多见于前臂受

压伸侧面压伸侧面压伸侧面压伸侧面，，，，如尺侧如尺侧如尺侧如尺侧、、、、鹰嘴处鹰嘴处鹰嘴处鹰嘴处。。。。

• 2.2.2.2.类风湿性血管炎类风湿性血管炎类风湿性血管炎类风湿性血管炎 本病基本病变本病基本病变本病基本病变本病基本病变，，，，除关节及除关节及除关节及除关节及

关节周围组织外关节周围组织外关节周围组织外关节周围组织外，，，，全身其全身其全身其全身其

它处均可发生血管炎它处均可发生血管炎它处均可发生血管炎它处均可发生血管炎

关节外表现关节外表现关节外表现关节外表现

• 3.3.3.3.类风湿性心脏病类风湿性心脏病类风湿性心脏病类风湿性心脏病 心脏受累心脏受累心脏受累心脏受累、、、、心肌心肌心肌心肌、、、、瓣膜环或瓣膜环或瓣膜环或瓣膜环或

主动脉根部类风湿性肉芽肿主动脉根部类风湿性肉芽肿主动脉根部类风湿性肉芽肿主动脉根部类风湿性肉芽肿

形成形成形成形成，，，，或淋巴细胞浸润等或淋巴细胞浸润等或淋巴细胞浸润等或淋巴细胞浸润等

• 4.4.4.4.类风湿性肺病类风湿性肺病类风湿性肺病类风湿性肺病 慢性纤维性肺炎等慢性纤维性肺炎等慢性纤维性肺炎等慢性纤维性肺炎等

• 5.5.5.5.肾脏损害肾脏损害肾脏损害肾脏损害 类风湿性间质性肾炎等类风湿性间质性肾炎等类风湿性间质性肾炎等类风湿性间质性肾炎等

关节外表现关节外表现关节外表现关节外表现

• 6.6.6.6.眼部表现眼部表现眼部表现眼部表现 葡萄膜炎葡萄膜炎葡萄膜炎葡萄膜炎———————— 幼年性幼年性幼年性幼年性

角膜炎角膜炎角膜炎角膜炎————————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 7. 7. 7. 7. FeltyFeltyFeltyFelty综合征综合征综合征综合征 常引起脾肿大常引起脾肿大常引起脾肿大常引起脾肿大、、、、中性粒细胞减中性粒细胞减中性粒细胞减中性粒细胞减

少少少少，，，，RFRFRFRF、、、、抗核抗体可抗核抗体可抗核抗体可抗核抗体可（（（（++++））））

关节外表现关节外表现关节外表现关节外表现

• 8.8.8.8.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 一种慢性炎症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一种慢性炎症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一种慢性炎症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一种慢性炎症性自身免疫性疾病。。。。

主要侵犯泪腺主要侵犯泪腺主要侵犯泪腺主要侵犯泪腺、、、、大小唾液腺等大小唾液腺等大小唾液腺等大小唾液腺等，，，，

临床表现以眼临床表现以眼临床表现以眼临床表现以眼、、、、口腔粘膜为主的口腔粘膜为主的口腔粘膜为主的口腔粘膜为主的

干燥症群干燥症群干燥症群干燥症群。。。。

• 9.9.9.9.消化道损害消化道损害消化道损害消化道损害



实验室及其他检查实验室及其他检查实验室及其他检查实验室及其他检查

• 血象血象血象血象 正细胞正色素性贫血正细胞正色素性贫血正细胞正色素性贫血正细胞正色素性贫血，，，，淋巴细胞淋巴细胞淋巴细胞淋巴细胞、、、、血小板血小板血小板血小板

增多为活动期表现增多为活动期表现增多为活动期表现增多为活动期表现。。。。嗜酸细胞可增多嗜酸细胞可增多嗜酸细胞可增多嗜酸细胞可增多。。。。后后后后

期常发生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期常发生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期常发生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期常发生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 高粘滞综合征高粘滞综合征高粘滞综合征高粘滞综合征

实验室及其他检查实验室及其他检查实验室及其他检查实验室及其他检查

• 血沉血沉血沉血沉

• 类风湿因子类风湿因子类风湿因子类风湿因子（（（（++++）（）（）（）（>1:20)>1:20)>1:20)>1:20)

• XXXX线检查线检查线检查线检查 可见关节面模糊可见关节面模糊可见关节面模糊可见关节面模糊、、、、侵蚀性损害侵蚀性损害侵蚀性损害侵蚀性损害。。。。早期早期早期早期近近近近

关节处骨质疏松关节处骨质疏松关节处骨质疏松关节处骨质疏松、、、、软组织肿胀软组织肿胀软组织肿胀软组织肿胀，，，，骨质侵骨质侵骨质侵骨质侵

蚀现象蚀现象蚀现象蚀现象。。。。晚期晚期晚期晚期关节软骨坏死可关节软骨坏死可关节软骨坏死可关节软骨坏死可

使间隙变窄使间隙变窄使间隙变窄使间隙变窄、、、、纤维化纤维化纤维化纤维化。。。。

诊断诊断诊断诊断

1987198719871987年年年年ARAARAARAARA修订的修订的修订的修订的RARARARA诊断标准诊断标准诊断标准诊断标准

(1) (1) (1) (1) 晨僵至少晨僵至少晨僵至少晨僵至少1111小时小时小时小时，，，，持续持续持续持续6666周以上周以上周以上周以上

(2) (2) (2) (2) 关节炎关节炎关节炎关节炎：：：：3333个或以上关节肿胀个或以上关节肿胀个或以上关节肿胀个或以上关节肿胀，，，，至少持续至少持续至少持续至少持续6666周以上周以上周以上周以上；；；；

(3) (3) (3) (3) 腕腕腕腕、、、、掌指或近端指间关节至少一肿胀持续掌指或近端指间关节至少一肿胀持续掌指或近端指间关节至少一肿胀持续掌指或近端指间关节至少一肿胀持续6666周以上周以上周以上周以上；；；；

(4) (4) (4) (4) 对称性关节肿胀对称性关节肿胀对称性关节肿胀对称性关节肿胀；；；；

((((5) 5) 5) 5) 类风湿性皮下结节类风湿性皮下结节类风湿性皮下结节类风湿性皮下结节；；；；

(6) (6) (6) (6) 类风湿因子阳性类风湿因子阳性类风湿因子阳性类风湿因子阳性；；；；

(7) (7) (7) (7) 手手手手、、、、腕腕腕腕XXXX线线线线：：：：具骨质侵蚀或病变关节及具骨质侵蚀或病变关节及具骨质侵蚀或病变关节及具骨质侵蚀或病变关节及

周围骨质脱钙周围骨质脱钙周围骨质脱钙周围骨质脱钙。。。。

分型分型分型分型

• 活动型活动型活动型活动型

• 稳定型稳定型稳定型稳定型

类风湿性关节炎活动性判定类风湿性关节炎活动性判定类风湿性关节炎活动性判定类风湿性关节炎活动性判定

888844440000总分总分总分总分

>2.6>2.6>2.6>2.62.02.02.02.0----2.62.62.62.6<2.0<2.0<2.0<2.0CCCC反应蛋白反应蛋白反应蛋白反应蛋白

>45>45>45>4530303030----45454545<30<30<30<30血沉血沉血沉血沉((((mm/h)mm/h)mm/h)mm/h)

>5>5>5>53333----55550000----2222关节肿胀数关节肿胀数关节肿胀数关节肿胀数

持续持续持续持续间断间断间断间断无无无无疼痛疼痛疼痛疼痛

>30>30>30>3015151515----30303030<15<15<15<15晨僵晨僵晨僵晨僵((((min)min)min)min)

明显活动明显活动明显活动明显活动中度活动中度活动中度活动中度活动不活动不活动不活动不活动

活动性评定活动性评定活动性评定活动性评定

类风湿性关节炎临床稳定型标准类风湿性关节炎临床稳定型标准类风湿性关节炎临床稳定型标准类风湿性关节炎临床稳定型标准

• 确诊后连续确诊后连续确诊后连续确诊后连续2222月或以上具以下任月或以上具以下任月或以上具以下任月或以上具以下任5555项或更多者项或更多者项或更多者项或更多者

1.1.1.1.晨僵持续时间不超过晨僵持续时间不超过晨僵持续时间不超过晨僵持续时间不超过15151515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2.2.2.2.无疲劳感无疲劳感无疲劳感无疲劳感

3.3.3.3.无关节疼痛无关节疼痛无关节疼痛无关节疼痛（（（（自诉自诉自诉自诉））））

4.4.4.4.关节无压痛关节无压痛关节无压痛关节无压痛，，，，无运动痛无运动痛无运动痛无运动痛

5.5.5.5.关节无软组织肿胀或腱鞘鞘膜肿胀关节无软组织肿胀或腱鞘鞘膜肿胀关节无软组织肿胀或腱鞘鞘膜肿胀关节无软组织肿胀或腱鞘鞘膜肿胀

6.6.6.6.血沉血沉血沉血沉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30<30<30<30mm/h,mm/h,mm/h,mm/h,男性男性男性男性<20<20<20<20mm/hmm/hmm/hmm/h



分期分期分期分期

• 第一期第一期第一期第一期（（（（早期早期早期早期））））

I    XI    XI    XI    X线片线片线片线片 无破坏性变化无破坏性变化无破坏性变化无破坏性变化

II   XII   XII   XII   X线片线片线片线片 有骨质疏松变化有骨质疏松变化有骨质疏松变化有骨质疏松变化

• 第二期第二期第二期第二期（（（（中期中期中期中期））））

I     XI     XI     XI     X线片有骨质疏松线片有骨质疏松线片有骨质疏松线片有骨质疏松、、、、有或无轻度软骨破坏有或无轻度软骨破坏有或无轻度软骨破坏有或无轻度软骨破坏

II   II   II   II   有关节活动受限有关节活动受限有关节活动受限有关节活动受限，，，，无关节畸形无关节畸形无关节畸形无关节畸形

III  III  III  III  邻近肌肉有萎缩邻近肌肉有萎缩邻近肌肉有萎缩邻近肌肉有萎缩

IV   IV   IV   IV   有关节外软组织病变如结节或腱鞘炎等有关节外软组织病变如结节或腱鞘炎等有关节外软组织病变如结节或腱鞘炎等有关节外软组织病变如结节或腱鞘炎等

分期分期分期分期

• 第三期第三期第三期第三期（（（（严重期严重期严重期严重期））））

I     I     I     I     除骨质疏松外除骨质疏松外除骨质疏松外除骨质疏松外，，，，XXXX线片有软骨和骨破坏表现线片有软骨和骨破坏表现线片有软骨和骨破坏表现线片有软骨和骨破坏表现

II    II    II    II    关节畸形如半脱位关节畸形如半脱位关节畸形如半脱位关节畸形如半脱位、、、、尺侧偏或过伸尺侧偏或过伸尺侧偏或过伸尺侧偏或过伸

III   III   III   III   广泛性肌肉萎缩广泛性肌肉萎缩广泛性肌肉萎缩广泛性肌肉萎缩

IV    IV    IV    IV    有关节以外软组织病变如结节有关节以外软组织病变如结节有关节以外软组织病变如结节有关节以外软组织病变如结节、、、、腱鞘炎等腱鞘炎等腱鞘炎等腱鞘炎等

• 第四期第四期第四期第四期（（（（晚期晚期晚期晚期））））

I    I    I    I    具有第三期各项变化具有第三期各项变化具有第三期各项变化具有第三期各项变化

II   II   II   II   兼有纤维性或骨性强直兼有纤维性或骨性强直兼有纤维性或骨性强直兼有纤维性或骨性强直

功能分级功能分级功能分级功能分级

• SteinbrockerSteinbrockerSteinbrockerSteinbrocker 功能指数修正标准功能指数修正标准功能指数修正标准功能指数修正标准

IIII级级级级 能完成日常一般活动能完成日常一般活动能完成日常一般活动能完成日常一般活动（（（（自身照顾自身照顾自身照顾自身照顾、、、、职业工作等职业工作等职业工作等职业工作等））））

IIIIIIII级级级级 能完成一般自身照顾等能完成一般自身照顾等能完成一般自身照顾等能完成一般自身照顾等，，，，但业余活动受限制但业余活动受限制但业余活动受限制但业余活动受限制

IIIIIIIIIIII级级级级 能完成一般自身照顾能完成一般自身照顾能完成一般自身照顾能完成一般自身照顾，，，，但职业工作但职业工作但职业工作但职业工作、、、、业余活动受限业余活动受限业余活动受限业余活动受限

IVIVIVIV级级级级 一般自身照顾和职业工作一般自身照顾和职业工作一般自身照顾和职业工作一般自身照顾和职业工作、、、、业余活动均受限制业余活动均受限制业余活动均受限制业余活动均受限制

其他评定项目其他评定项目其他评定项目其他评定项目

• 关节活动度关节活动度关节活动度关节活动度（（（（早早早早、、、、晚期晚期晚期晚期））））

• 肌力肌力肌力肌力（（（（握力计法等握力计法等握力计法等握力计法等））））

• 疼痛疼痛疼痛疼痛

• 步态分析步态分析步态分析步态分析

• 总体功能评估总体功能评估总体功能评估总体功能评估

• 日常生活能力评估日常生活能力评估日常生活能力评估日常生活能力评估

• 畸形的分析畸形的分析畸形的分析畸形的分析

• 心理功能评估心理功能评估心理功能评估心理功能评估

治治治治 疗疗疗疗

• 治疗目的治疗目的治疗目的治疗目的

解除关节疼痛解除关节疼痛解除关节疼痛解除关节疼痛;;;;

防止关节破坏防止关节破坏防止关节破坏防止关节破坏;;;;

保留和改善关节功能保留和改善关节功能保留和改善关节功能保留和改善关节功能。。。。

药物治疗药物治疗药物治疗药物治疗

• 1. 1. 1. 1. 止痛剂止痛剂止痛剂止痛剂

• 2. 2. 2. 2. NSAIDsNSAIDsNSAIDsNSAIDs

• 3. 3. 3. 3. DMARDsDMARDsDMARDsDMARDs((((改善病情抗风湿药物改善病情抗风湿药物改善病情抗风湿药物改善病情抗风湿药物））））

• 4. 4. 4. 4. 免疫疗法免疫疗法免疫疗法免疫疗法

• 5. 5. 5. 5. 关节内激素治疗关节内激素治疗关节内激素治疗关节内激素治疗

• 6. 6. 6. 6. 系统激素治疗系统激素治疗系统激素治疗系统激素治疗

• 7. 7. 7. 7. 其他药物其他药物其他药物其他药物



物理因子治疗物理因子治疗物理因子治疗物理因子治疗

• 局部热疗局部热疗局部热疗局部热疗、、、、石蜡疗法石蜡疗法石蜡疗法石蜡疗法等均可使疼痛减轻等均可使疼痛减轻等均可使疼痛减轻等均可使疼痛减轻、、、、晨僵消失晨僵消失晨僵消失晨僵消失

• 急性渗出性病变可用急性渗出性病变可用急性渗出性病变可用急性渗出性病变可用冷敷冷敷冷敷冷敷来减轻疼痛来减轻疼痛来减轻疼痛来减轻疼痛

• 红外线红外线红外线红外线、、、、超短波超短波超短波超短波等可增加局部血循环等可增加局部血循环等可增加局部血循环等可增加局部血循环，，，，促使炎症及促使炎症及促使炎症及促使炎症及
肿胀消退肿胀消退肿胀消退肿胀消退，，，，疼痛减轻疼痛减轻疼痛减轻疼痛减轻，，，，并增强药物对局部的作用并增强药物对局部的作用并增强药物对局部的作用并增强药物对局部的作用。。。。

（（（（宜无热量宜无热量宜无热量宜无热量））））

休休休休 息息息息

关节炎急性期关节炎急性期关节炎急性期关节炎急性期主张主张主张主张安静休息安静休息安静休息安静休息，，，，但避免绝对卧床休息但避免绝对卧床休息但避免绝对卧床休息但避免绝对卧床休息

（（（（系统休息系统休息系统休息系统休息——良好体位良好体位良好体位良好体位；；；；局部休息局部休息局部休息局部休息））））

亚急性和慢性期亚急性和慢性期亚急性和慢性期亚急性和慢性期主张动静相结合地休息主张动静相结合地休息主张动静相结合地休息主张动静相结合地休息，，，，坚持坚持坚持坚持治疗治疗治疗治疗

性锻炼性锻炼性锻炼性锻炼

稳定期稳定期稳定期稳定期积极进行积极进行积极进行积极进行康复和职业训练康复和职业训练康复和职业训练康复和职业训练

运动疗法运动疗法运动疗法运动疗法

• 主要是主要是主要是主要是全身性与关节功能锻炼全身性与关节功能锻炼全身性与关节功能锻炼全身性与关节功能锻炼，，，，主主主主、、、、被动运动活被动运动活被动运动活被动运动活

动关节动关节动关节动关节；；；；

•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增加关节活动度增加关节活动度增加关节活动度增加关节活动度，，，，恢复保持关节功能恢复保持关节功能恢复保持关节功能恢复保持关节功能，，，，预预预预

防改善关节周围肌肉萎缩防改善关节周围肌肉萎缩防改善关节周围肌肉萎缩防改善关节周围肌肉萎缩；；；；改善心理状态改善心理状态改善心理状态改善心理状态

情绪情绪情绪情绪，，，，增强心肺功能增强心肺功能增强心肺功能增强心肺功能、、、、耐力耐力耐力耐力，，，，增强体力增强体力增强体力增强体力、、、、

抗病能力抗病能力抗病能力抗病能力。。。。

运动疗法原则运动疗法原则运动疗法原则运动疗法原则

• 1.1.1.1.根据病情根据病情根据病情根据病情、、、、关节功能障碍程度关节功能障碍程度关节功能障碍程度关节功能障碍程度，，，，酌情选用酌情选用酌情选用酌情选用；；；；

• 2.2.2.2.动静结合动静结合动静结合动静结合：：：：以动为主以动为主以动为主以动为主，，，，动静结合动静结合动静结合动静结合；；；；整体整体整体整体、、、、局部局部局部局部

锻炼结合锻炼结合锻炼结合锻炼结合；；；；主动为主主动为主主动为主主动为主，，，，被动为辅被动为辅被动为辅被动为辅。。。。

急性期急性期急性期急性期 适当休息适当休息适当休息适当休息。。。。

炎症疼痛减轻炎症疼痛减轻炎症疼痛减轻炎症疼痛减轻 做不使关节肿痛加重活动做不使关节肿痛加重活动做不使关节肿痛加重活动做不使关节肿痛加重活动，，，，以增加以增加以增加以增加

肌力肌力肌力肌力、、、、防止关节挛缩防止关节挛缩防止关节挛缩防止关节挛缩、、、、强直及肌肉强直及肌肉强直及肌肉强直及肌肉

废用性萎缩废用性萎缩废用性萎缩废用性萎缩。。。。

运动疗法原则运动疗法原则运动疗法原则运动疗法原则

• 3.3.3.3.运动量运动量运动量运动量：：：：量力而行量力而行量力而行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循序渐进循序渐进循序渐进、、、、坚持不懈坚持不懈坚持不懈坚持不懈、、、、恢恢恢恢

复关节功能与体力的原则施行复关节功能与体力的原则施行复关节功能与体力的原则施行复关节功能与体力的原则施行。。。。

运动疗法原则运动疗法原则运动疗法原则运动疗法原则

• 若前一天活动后关节僵硬若前一天活动后关节僵硬若前一天活动后关节僵硬若前一天活动后关节僵硬、、、、疼痛加重持续疼痛加重持续疼痛加重持续疼痛加重持续24242424小时小时小时小时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翌日晨仍不消失者翌日晨仍不消失者翌日晨仍不消失者翌日晨仍不消失者，，，，应暂停运动锻炼应暂停运动锻炼应暂停运动锻炼应暂停运动锻炼。。。。

• 可在每日上可在每日上可在每日上可在每日上、、、、下午进行锻炼下午进行锻炼下午进行锻炼下午进行锻炼，，，，每次每次每次每次15151515————30303030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以心率以心率以心率以心率120bp/min120bp/min120bp/min120bp/min为宜为宜为宜为宜, , , , 或分次活动上下肢关节或分次活动上下肢关节或分次活动上下肢关节或分次活动上下肢关节，，，，
累计达累计达累计达累计达2222小时为宜小时为宜小时为宜小时为宜。。。。



运动疗法种类运动疗法种类运动疗法种类运动疗法种类

• 1.1.1.1.维持维持维持维持ROMROMROMROM

被动运动被动运动被动运动被动运动；；；；主动主动主动主动、、、、主动助力运动主动助力运动主动助力运动主动助力运动；；；；牵张活动等牵张活动等牵张活动等牵张活动等

• 2.2.2.2.增强肌力训练增强肌力训练增强肌力训练增强肌力训练

• 3.3.3.3.有氧耐力训练有氧耐力训练有氧耐力训练有氧耐力训练

• 4.4.4.4.娱乐性运动娱乐性运动娱乐性运动娱乐性运动

作业治疗作业治疗作业治疗作业治疗

• 日常生活活动训练日常生活活动训练日常生活活动训练日常生活活动训练：：：：包括日常衣包括日常衣包括日常衣包括日常衣、、、、食食食食、、、、住住住住、、、、行和行和行和行和

卫生等基本生活动作技巧卫生等基本生活动作技巧卫生等基本生活动作技巧卫生等基本生活动作技巧，，，，

及家务劳动与职业操作等及家务劳动与职业操作等及家务劳动与职业操作等及家务劳动与职业操作等。。。。

• 矫形器的选用矫形器的选用矫形器的选用矫形器的选用

上肢上肢上肢上肢（（（（依托性手夹板依托性手夹板依托性手夹板依托性手夹板、、、、功能性腕夹板功能性腕夹板功能性腕夹板功能性腕夹板、、、、鹅颈矫形器等鹅颈矫形器等鹅颈矫形器等鹅颈矫形器等））））

下肢下肢下肢下肢（（（（前足病变前足病变前足病变前足病变；；；；后足病变后足病变后足病变后足病变——软跟矫形鞋等软跟矫形鞋等软跟矫形鞋等软跟矫形鞋等））））

• 自助具的应用自助具的应用自助具的应用自助具的应用

手术治疗手术治疗手术治疗手术治疗

• 持续性滑膜炎可考虑行滑膜切除术持续性滑膜炎可考虑行滑膜切除术持续性滑膜炎可考虑行滑膜切除术持续性滑膜炎可考虑行滑膜切除术；；；；

• 肌腱破裂及神经受压者应考虑手术治疗肌腱破裂及神经受压者应考虑手术治疗肌腱破裂及神经受压者应考虑手术治疗肌腱破裂及神经受压者应考虑手术治疗；；；；

• 后期关节畸形及严重障碍者可手术治疗后期关节畸形及严重障碍者可手术治疗后期关节畸形及严重障碍者可手术治疗后期关节畸形及严重障碍者可手术治疗，，，，如关节如关节如关节如关节
成形术成形术成形术成形术、、、、关节固定术关节固定术关节固定术关节固定术、、、、截骨术截骨术截骨术截骨术、、、、人工关节置换术人工关节置换术人工关节置换术人工关节置换术
及伸侧肌腱重建术等及伸侧肌腱重建术等及伸侧肌腱重建术等及伸侧肌腱重建术等。。。。

骨性关节炎的康复骨性关节炎的康复骨性关节炎的康复骨性关节炎的康复

概概概概 念念念念

• 又叫又叫又叫又叫退行性关节炎退行性关节炎退行性关节炎退行性关节炎，，，，主要为退行性变主要为退行性变主要为退行性变主要为退行性变，，，，属关节特属关节特属关节特属关节特
别是关节软骨的老化别是关节软骨的老化别是关节软骨的老化别是关节软骨的老化。。。。

• 广义骨关节炎还包括其他一些无菌性关节炎疾广义骨关节炎还包括其他一些无菌性关节炎疾广义骨关节炎还包括其他一些无菌性关节炎疾广义骨关节炎还包括其他一些无菌性关节炎疾
患患患患，，，，为局限性疾患为局限性疾患为局限性疾患为局限性疾患。。。。

病因病机病因病机病因病机病因病机

• ((((一一一一))))损伤损伤损伤损伤 可因一次或多次重复损伤造成可因一次或多次重复损伤造成可因一次或多次重复损伤造成可因一次或多次重复损伤造成。。。。习惯习惯习惯习惯

性关节松弛或半脱位属之性关节松弛或半脱位属之性关节松弛或半脱位属之性关节松弛或半脱位属之

• ((((二二二二))))关节面不对称关节面不对称关节面不对称关节面不对称 关节畸形可致关节退行性关节畸形可致关节退行性关节畸形可致关节退行性关节畸形可致关节退行性

变变变变，，，，致应力传达异常或关节受致应力传达异常或关节受致应力传达异常或关节受致应力传达异常或关节受
损损损损。。。。

• ((((三三三三))))血循不足血循不足血循不足血循不足



病因病机病因病机病因病机病因病机

• ((((四四四四))))炎症炎症炎症炎症 炎症后果是造成骨关节炎的起因炎症后果是造成骨关节炎的起因炎症后果是造成骨关节炎的起因炎症后果是造成骨关节炎的起因

• ((((五五五五))))原发性原发性原发性原发性 某些骨关节炎至今尚未找到原因某些骨关节炎至今尚未找到原因某些骨关节炎至今尚未找到原因某些骨关节炎至今尚未找到原因。。。。

临床表现临床表现临床表现临床表现

• ((((一一一一))))疼痛疼痛疼痛疼痛 早期疼痛休息后出现早期疼痛休息后出现早期疼痛休息后出现早期疼痛休息后出现，，，，稍事活动则消稍事活动则消稍事活动则消稍事活动则消

失失失失，，，，后又在活动后发生疼痛后又在活动后发生疼痛后又在活动后发生疼痛后又在活动后发生疼痛，，，，渐加重渐加重渐加重渐加重。。。。

• ((((二二二二))))关节僵硬关节僵硬关节僵硬关节僵硬 为重要体征为重要体征为重要体征为重要体征，，，，早期偶出现早期偶出现早期偶出现早期偶出现，，，，后则后则后则后则

经常发作且渐恶化经常发作且渐恶化经常发作且渐恶化经常发作且渐恶化。。。。

• ((((三三三三))))畸形畸形畸形畸形 因关节囊萎缩产生关节畸形因关节囊萎缩产生关节畸形因关节囊萎缩产生关节畸形因关节囊萎缩产生关节畸形，，，，发生于发生于发生于发生于

髋关节时可出现下肢渐变短髋关节时可出现下肢渐变短髋关节时可出现下肢渐变短髋关节时可出现下肢渐变短。。。。

临床表现临床表现临床表现临床表现

• ((((四四四四))))跛行跛行跛行跛行 因疼痛及畸形所致因疼痛及畸形所致因疼痛及畸形所致因疼痛及畸形所致

• ((((五五五五))))滑脱感滑脱感滑脱感滑脱感 多因关节内游离体多因关节内游离体多因关节内游离体多因关节内游离体，，，，关节滑囊缘卷关节滑囊缘卷关节滑囊缘卷关节滑囊缘卷

入关节也可出现入关节也可出现入关节也可出现入关节也可出现

• ((((六六六六))))肿胀肿胀肿胀肿胀 肿胀只在表浅关节可以见到肿胀只在表浅关节可以见到肿胀只在表浅关节可以见到肿胀只在表浅关节可以见到。。。。

治疗目的治疗目的治疗目的治疗目的

• 缓解症状缓解症状缓解症状缓解症状；；；；

• 改善关节功能改善关节功能改善关节功能改善关节功能；；；；

• 避免或减少畸形避免或减少畸形避免或减少畸形避免或减少畸形；；；；

• 减少病情进展风险性减少病情进展风险性减少病情进展风险性减少病情进展风险性；；；；

• 有利于受损关节的修复有利于受损关节的修复有利于受损关节的修复有利于受损关节的修复。。。。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 ①①①① 开始治疗前开始治疗前开始治疗前开始治疗前，，，，应确定症状是否为应确定症状是否为应确定症状是否为应确定症状是否为OAOAOAOA引起引起引起引起，，，，不不不不

宜单凭影像学诊断而定宜单凭影像学诊断而定宜单凭影像学诊断而定宜单凭影像学诊断而定

• ②②②② 症状不重患者症状不重患者症状不重患者症状不重患者，，，，可通过理疗可通过理疗可通过理疗可通过理疗、、、、体育锻炼体育锻炼体育锻炼体育锻炼、、、、自我自我自我自我

调适等来解决调适等来解决调适等来解决调适等来解决，，，，不一定需要服药不一定需要服药不一定需要服药不一定需要服药。。。。且患者症状且患者症状且患者症状且患者症状

控制后控制后控制后控制后，，，，也不必长期服药也不必长期服药也不必长期服药也不必长期服药。。。。故应教会病人掌握故应教会病人掌握故应教会病人掌握故应教会病人掌握

何时服药何时服药何时服药何时服药，，，，何时不必服药何时不必服药何时不必服药何时不必服药

非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

• 美国风湿病学院美国风湿病学院美国风湿病学院美国风湿病学院00000000年推荐骨关节炎非药物治疗年推荐骨关节炎非药物治疗年推荐骨关节炎非药物治疗年推荐骨关节炎非药物治疗

病人教育病人教育病人教育病人教育，，，，自我调理自我调理自我调理自我调理，，，，通过电话得到社会支持通过电话得到社会支持通过电话得到社会支持通过电话得到社会支持，，，，
减轻体重减轻体重减轻体重减轻体重，，，，户外锻炼户外锻炼户外锻炼户外锻炼，，，，物理治疗物理治疗物理治疗物理治疗，，，，增加关节活动增加关节活动增加关节活动增加关节活动
范围锻炼范围锻炼范围锻炼范围锻炼，，，，增强肌力锻炼增强肌力锻炼增强肌力锻炼增强肌力锻炼，，，，行走辅助装置行走辅助装置行走辅助装置行走辅助装置，，，，穿刺穿刺穿刺穿刺
抽液抽液抽液抽液，，，，选择合适鞋袜选择合适鞋袜选择合适鞋袜选择合适鞋袜，，，，鞋底外侧加垫鞋底外侧加垫鞋底外侧加垫鞋底外侧加垫，，，，使用支使用支使用支使用支
架架架架，，，，职业疗法职业疗法职业疗法职业疗法，，，，保护关节和保存能量保护关节和保存能量保护关节和保存能量保护关节和保存能量，，，，使用日常使用日常使用日常使用日常
生活活动辅助装置生活活动辅助装置生活活动辅助装置生活活动辅助装置



调整和改变生活方式调整和改变生活方式调整和改变生活方式调整和改变生活方式

• 1.1.1.1.减少每日运动总量减少每日运动总量减少每日运动总量减少每日运动总量

• 2.2.2.2.避免或减少做屈膝运动避免或减少做屈膝运动避免或减少做屈膝运动避免或减少做屈膝运动

• 3.3.3.3.必要时调整工种必要时调整工种必要时调整工种必要时调整工种

• 4.4.4.4.合理饮食合理饮食合理饮食合理饮食（（（（减肥减肥减肥减肥、、、、减重减重减重减重））））

医疗体操医疗体操医疗体操医疗体操

• 1.1.1.1.关节体操关节体操关节体操关节体操：：：：保持增加关节运动度保持增加关节运动度保持增加关节运动度保持增加关节运动度，，，，预防挛缩预防挛缩预防挛缩预防挛缩

• 2.2.2.2.等长练习等长练习等长练习等长练习：：：：增强肌肉力量增强肌肉力量增强肌肉力量增强肌肉力量、、、、预防废用性肌萎缩预防废用性肌萎缩预防废用性肌萎缩预防废用性肌萎缩

• 3.3.3.3.伸展运动伸展运动伸展运动伸展运动：：：：伸展关节周围肌肉肌腱伸展关节周围肌肉肌腱伸展关节周围肌肉肌腱伸展关节周围肌肉肌腱，，，，预防挛缩预防挛缩预防挛缩预防挛缩

• 4.4.4.4.耐力运动耐力运动耐力运动耐力运动

物理因子治疗物理因子治疗物理因子治疗物理因子治疗

• 主要用于消炎止痛主要用于消炎止痛主要用于消炎止痛主要用于消炎止痛，，，，缓解肌肉痉挛缓解肌肉痉挛缓解肌肉痉挛缓解肌肉痉挛

• 止痛止痛止痛止痛：：：：电刺激电刺激电刺激电刺激、、、、中频电疗中频电疗中频电疗中频电疗、、、、针灸疗法等针灸疗法等针灸疗法等针灸疗法等

• 消炎消肿消炎消肿消炎消肿消炎消肿：：：：热疗热疗热疗热疗（（（（蜡疗蜡疗蜡疗蜡疗、、、、热敷热敷热敷热敷、、、、中药热洗中药热洗中药热洗中药热洗、、、、红外线红外线红外线红外线、、、、

局部温水浴等局部温水浴等局部温水浴等局部温水浴等））））

药物治疗药物治疗药物治疗药物治疗

• NSAIDsNSAIDsNSAIDsNSAIDs

• DMOADsDMOADsDMOADsDMOADs：：：：如如如如硫酸葡萄糖胺硫酸葡萄糖胺硫酸葡萄糖胺硫酸葡萄糖胺、、、、多硫酸氨基葡聚糖等多硫酸氨基葡聚糖等多硫酸氨基葡聚糖等多硫酸氨基葡聚糖等

• 抗氧化剂摄入抗氧化剂摄入抗氧化剂摄入抗氧化剂摄入：：：：VitCVitCVitCVitC、、、、VitE, VitE, VitE, VitE, ßßßß----胡萝卜素等胡萝卜素等胡萝卜素等胡萝卜素等

手术治疗手术治疗手术治疗手术治疗

• 关节镜冲洗关节镜冲洗关节镜冲洗关节镜冲洗、、、、软骨碎片清除能缓解症状软骨碎片清除能缓解症状软骨碎片清除能缓解症状软骨碎片清除能缓解症状。。。。

• 严重关节畸形严重关节畸形严重关节畸形严重关节畸形、、、、特别是伴有难以控制疼痛者可行特别是伴有难以控制疼痛者可行特别是伴有难以控制疼痛者可行特别是伴有难以控制疼痛者可行

关节置换术关节置换术关节置换术关节置换术。。。。

强直性脊柱炎的康复强直性脊柱炎的康复强直性脊柱炎的康复强直性脊柱炎的康复



发病特点发病特点发病特点发病特点

ASASASAS是一种以是一种以是一种以是一种以中轴骨骼和周围大关节炎症为特征中轴骨骼和周围大关节炎症为特征中轴骨骼和周围大关节炎症为特征中轴骨骼和周围大关节炎症为特征的的的的
异质性全身风湿性疾病异质性全身风湿性疾病异质性全身风湿性疾病异质性全身风湿性疾病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发病率比女性高发病率比女性高发病率比女性高发病率比女性高3333倍倍倍倍,,,,多发于多发于多发于多发于20202020----40404040岁人群岁人群岁人群岁人群，，，，具具具具
家属聚集性家属聚集性家属聚集性家属聚集性。。。。病人一级亲戚发生机率比一般人群病人一级亲戚发生机率比一般人群病人一级亲戚发生机率比一般人群病人一级亲戚发生机率比一般人群
高高高高10101010----20202020倍倍倍倍。。。。HLAHLAHLAHLA----B27B27B27B27阳性者发生危险性约为阳性者发生危险性约为阳性者发生危险性约为阳性者发生危险性约为20%20%20%20%。。。。

全身症状全身症状全身症状全身症状

• 起病多隐袭起病多隐袭起病多隐袭起病多隐袭，，，，早期可厌食早期可厌食早期可厌食早期可厌食、、、、低热低热低热低热、、、、乏力乏力乏力乏力、、、、消瘦消瘦消瘦消瘦、、、、
贫血等症贫血等症贫血等症贫血等症；；；；除儿童患者外除儿童患者外除儿童患者外除儿童患者外，，，，一般均不严重一般均不严重一般均不严重一般均不严重。。。。部分部分部分部分AAAA
可发生于外伤可发生于外伤可发生于外伤可发生于外伤、、、、劳累劳累劳累劳累、、、、感染和休克之后感染和休克之后感染和休克之后感染和休克之后。。。。

关节症状关节症状关节症状关节症状

• ①①①①腰痛腰痛腰痛腰痛 腰部或骶髂部疼痛发生率约腰部或骶髂部疼痛发生率约腰部或骶髂部疼痛发生率约腰部或骶髂部疼痛发生率约90%90%90%90%，，，，常隐常隐常隐常隐

痛或不适痛或不适痛或不适痛或不适，，，，初期腰背痛可单侧或间歇初期腰背痛可单侧或间歇初期腰背痛可单侧或间歇初期腰背痛可单侧或间歇

性性性性，，，，后进展为双侧后进展为双侧后进展为双侧后进展为双侧、、、、持续性并伴僵硬持续性并伴僵硬持续性并伴僵硬持续性并伴僵硬

• ②②②②晨僵晨僵晨僵晨僵 患者晨起感腰部僵硬患者晨起感腰部僵硬患者晨起感腰部僵硬患者晨起感腰部僵硬，，，，活动或热敷后可活动或热敷后可活动或热敷后可活动或热敷后可

缓解缓解缓解缓解。。。。病情严重者病情严重者病情严重者病情严重者，，，，晨僵可持续全日晨僵可持续全日晨僵可持续全日晨僵可持续全日。。。。

是病情活动指标之一是病情活动指标之一是病情活动指标之一是病情活动指标之一。。。。

关节症状关节症状关节症状关节症状

③③③③肌腱附着点病变肌腱附着点病变肌腱附着点病变肌腱附着点病变 即即即即肌腱肌腱肌腱肌腱////韧带骨附着点炎症韧带骨附着点炎症韧带骨附着点炎症韧带骨附着点炎症，，，，

是特征性病理变化是特征性病理变化是特征性病理变化是特征性病理变化。。。。可有跖可有跖可有跖可有跖

底筋膜炎底筋膜炎底筋膜炎底筋膜炎、、、、跟腱炎跟腱炎跟腱炎跟腱炎、、、、肋软骨肋软骨肋软骨肋软骨

炎等炎等炎等炎等，，，，引起相应临床症状引起相应临床症状引起相应临床症状引起相应临床症状，，，，

常提示病情活动常提示病情活动常提示病情活动常提示病情活动。。。。

关节症状关节症状关节症状关节症状

• ④④④④外周关节症状外周关节症状外周关节症状外周关节症状 以非对称性分布以非对称性分布以非对称性分布以非对称性分布、、、、少数关节或少数关节或少数关节或少数关节或

单关节及下肢大关节受累居单关节及下肢大关节受累居单关节及下肢大关节受累居单关节及下肢大关节受累居

多为特征多为特征多为特征多为特征，，，，最易受累关节为最易受累关节为最易受累关节为最易受累关节为

髋髋髋髋、、、、膝膝膝膝、、、、踝等关节踝等关节踝等关节踝等关节。。。。约约约约20%20%20%20%患患患患

者以外周关节症状为首发表者以外周关节症状为首发表者以外周关节症状为首发表者以外周关节症状为首发表

现现现现，，，，较少表现为持续性较少表现为持续性较少表现为持续性较少表现为持续性、、、、破破破破

坏性坏性坏性坏性。。。。

关节外症状关节外症状关节外症状关节外症状

• ①①①①虹膜葡萄膜炎虹膜葡萄膜炎虹膜葡萄膜炎虹膜葡萄膜炎 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4%4%4%4%----33%33%33%33%，，，，常急性发作常急性发作常急性发作常急性发作，，，，

单侧起病单侧起病单侧起病单侧起病，，，，可有疼痛可有疼痛可有疼痛可有疼痛、、、、畏光畏光畏光畏光、、、、

等症等症等症等症。。。。多无后遗症多无后遗症多无后遗症多无后遗症、、、、但常复发但常复发但常复发但常复发。。。。

• ②②②②心血管系统表现心血管系统表现心血管系统表现心血管系统表现 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发生率3.5%3.5%3.5%3.5%----10%10%10%10%。。。。可见升主可见升主可见升主可见升主

动脉炎动脉炎动脉炎动脉炎、、、、主动脉瓣闭锁不主动脉瓣闭锁不主动脉瓣闭锁不主动脉瓣闭锁不

全全全全、、、、二尖瓣脱垂和闭锁不二尖瓣脱垂和闭锁不二尖瓣脱垂和闭锁不二尖瓣脱垂和闭锁不

全等全等全等全等，，，，但出现心衰者少但出现心衰者少但出现心衰者少但出现心衰者少。。。。



关节外症状关节外症状关节外症状关节外症状

• ③③③③ 肺部表现肺部表现肺部表现肺部表现 后期表现后期表现后期表现后期表现，，，，多发生于病程多发生于病程多发生于病程多发生于病程20202020年以年以年以年以

上患者上患者上患者上患者。。。。可表现为上肺慢性浸润可表现为上肺慢性浸润可表现为上肺慢性浸润可表现为上肺慢性浸润、、、、

进行性纤维化进行性纤维化进行性纤维化进行性纤维化，，，，尤以肺尖多见尤以肺尖多见尤以肺尖多见尤以肺尖多见。。。。

临床上可无明显症状临床上可无明显症状临床上可无明显症状临床上可无明显症状，，，，或有咳嗽或有咳嗽或有咳嗽或有咳嗽、、、、

气短等气短等气短等气短等，，，，并肺功能损害并肺功能损害并肺功能损害并肺功能损害。。。。XXXX线表线表线表线表

现上肺条索状或斑片状阴影现上肺条索状或斑片状阴影现上肺条索状或斑片状阴影现上肺条索状或斑片状阴影，，，，可可可可

有囊性变至空洞形成有囊性变至空洞形成有囊性变至空洞形成有囊性变至空洞形成。。。。

晚期合并感染晚期合并感染晚期合并感染晚期合并感染。。。。

关节外症状关节外症状关节外症状关节外症状

• ④④④④其他表现其他表现其他表现其他表现

• 神经病学表现神经病学表现神经病学表现神经病学表现来自压迫性脊神经炎来自压迫性脊神经炎来自压迫性脊神经炎来自压迫性脊神经炎、、、、椎骨骨折或椎骨骨折或椎骨骨折或椎骨骨折或

不全脱位等不全脱位等不全脱位等不全脱位等,,,,表现夜间尿失禁表现夜间尿失禁表现夜间尿失禁表现夜间尿失禁,,,,膀胱直肠感觉迟钝膀胱直肠感觉迟钝膀胱直肠感觉迟钝膀胱直肠感觉迟钝,,,,

踝反射消失踝反射消失踝反射消失踝反射消失；；；；

• 肾脏损害肾脏损害肾脏损害肾脏损害较少见较少见较少见较少见，，，，主要为主要为主要为主要为IgAIgAIgAIgA肾病肾病肾病肾病、、、、肾淀粉样变肾淀粉样变肾淀粉样变肾淀粉样变；；；；

• 多可出现严重多可出现严重多可出现严重多可出现严重骨质疏松骨质疏松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易发生病理性骨折易发生病理性骨折易发生病理性骨折易发生病理性骨折。。。。

临床检查临床检查临床检查临床检查

早期早期早期早期::::无明显体征或仅骶髂关节椎旁肌压痛无明显体征或仅骶髂关节椎旁肌压痛无明显体征或仅骶髂关节椎旁肌压痛无明显体征或仅骶髂关节椎旁肌压痛。。。。

病情进展期病情进展期病情进展期病情进展期;;;;见腰椎前凸消失见腰椎前凸消失见腰椎前凸消失见腰椎前凸消失，，，，脊柱各方运动受脊柱各方运动受脊柱各方运动受脊柱各方运动受

限限限限，，，，胸廓扩展范围缩小及颈椎后突胸廓扩展范围缩小及颈椎后突胸廓扩展范围缩小及颈椎后突胸廓扩展范围缩小及颈椎后突。。。。

病情活动期病情活动期病情活动期病情活动期::::可有韧带可有韧带可有韧带可有韧带////肌腱与骨附着点肌腱与骨附着点肌腱与骨附着点肌腱与骨附着点（（（（如坐骨如坐骨如坐骨如坐骨

结节结节结节结节、、、、大转子大转子大转子大转子、、、、脊柱骨突等部位脊柱骨突等部位脊柱骨突等部位脊柱骨突等部位））））压痛压痛压痛压痛。。。。

脊柱胸廓检查脊柱胸廓检查脊柱胸廓检查脊柱胸廓检查

• 胸廓活动度胸廓活动度胸廓活动度胸廓活动度：：：：＜＜＜＜5555cmcmcmcm提示胸廓活动受限提示胸廓活动受限提示胸廓活动受限提示胸廓活动受限
常见于疾病晚期常见于疾病晚期常见于疾病晚期常见于疾病晚期

• 腰椎活动度腰椎活动度腰椎活动度腰椎活动度：：：：患者直立患者直立患者直立患者直立，，，，背部正中线和髂后嵴水平线交界背部正中线和髂后嵴水平线交界背部正中线和髂后嵴水平线交界背部正中线和髂后嵴水平线交界
处及垂直向上测量处及垂直向上测量处及垂直向上测量处及垂直向上测量10101010cmcmcmcm处标记处标记处标记处标记；；；；两侧腋中线上任意两侧腋中线上任意两侧腋中线上任意两侧腋中线上任意20202020cmcmcmcm标标标标
记记记记。。。。令患者前屈令患者前屈令患者前屈令患者前屈（（（（双膝应直立双膝应直立双膝应直立双膝应直立））））和侧弯和侧弯和侧弯和侧弯，，，，分别测量正中线分别测量正中线分别测量正中线分别测量正中线
上上上上、、、、腋中线上两标记间距离腋中线上两标记间距离腋中线上两标记间距离腋中线上两标记间距离。。。。前屈或侧弯后两标记间距离前屈或侧弯后两标记间距离前屈或侧弯后两标记间距离前屈或侧弯后两标记间距离
增加增加增加增加5555----10cm10cm10cm10cm正常正常正常正常。。。。若增加若增加若增加若增加＜＜＜＜4444cmcmcmcm，，，，提示腰椎提示腰椎提示腰椎提示腰椎

活动度降低活动度降低活动度降低活动度降低。。。。

脊柱胸廓检查脊柱胸廓检查脊柱胸廓检查脊柱胸廓检查

• 枕枕枕枕----墙距墙距墙距墙距 患者背及双足跟贴墙直立患者背及双足跟贴墙直立患者背及双足跟贴墙直立患者背及双足跟贴墙直立，，，，双腿伸直双腿伸直双腿伸直双腿伸直，，，，收颏收颏收颏收颏，，，，

眼平视眼平视眼平视眼平视，，，，测量枕骨结节与墙之间水平距离测量枕骨结节与墙之间水平距离测量枕骨结节与墙之间水平距离测量枕骨结节与墙之间水平距离。。。。正常应为正常应为正常应为正常应为0000。。。。

＞＞＞＞0000（（（（即枕部触不到墙即枕部触不到墙即枕部触不到墙即枕部触不到墙））））为异常为异常为异常为异常。。。。此测量常可发现脊柱早此测量常可发现脊柱早此测量常可发现脊柱早此测量常可发现脊柱早

期受累情况期受累情况期受累情况期受累情况。。。。

• 指指指指----地距地距地距地距 患者直立患者直立患者直立患者直立，，，，弯腰弯腰弯腰弯腰，，，，伸臂伸臂伸臂伸臂，，，，测量指尖与地面之间测量指尖与地面之间测量指尖与地面之间测量指尖与地面之间

距离距离距离距离。。。。该距离仅反映总适应性和髋部状态该距离仅反映总适应性和髋部状态该距离仅反映总适应性和髋部状态该距离仅反映总适应性和髋部状态。。。。

骶髂关节炎检查骶髂关节炎检查骶髂关节炎检查骶髂关节炎检查

• "4""4""4""4"字试验字试验字试验字试验 患者仰卧患者仰卧患者仰卧患者仰卧，，，，一腿伸直一腿伸直一腿伸直一腿伸直，，，，另一腿屈膝另一腿屈膝另一腿屈膝另一腿屈膝，，，，将足置将足置将足置将足置

于伸直侧大腿膝上部位于伸直侧大腿膝上部位于伸直侧大腿膝上部位于伸直侧大腿膝上部位。。。。检查者一手压住直腿侧髂嵴检查者一手压住直腿侧髂嵴检查者一手压住直腿侧髂嵴检查者一手压住直腿侧髂嵴，，，，另另另另

一手下压屈膝侧膝部一手下压屈膝侧膝部一手下压屈膝侧膝部一手下压屈膝侧膝部。。。。如下压时臀部发生疼痛如下压时臀部发生疼痛如下压时臀部发生疼痛如下压时臀部发生疼痛，，，，则提示屈则提示屈则提示屈则提示屈

膝侧存在骶髂关节病变膝侧存在骶髂关节病变膝侧存在骶髂关节病变膝侧存在骶髂关节病变。。。。



骶髂关节炎检查骶髂关节炎检查骶髂关节炎检查骶髂关节炎检查

• 髂嵴推压试验髂嵴推压试验髂嵴推压试验髂嵴推压试验：：：：患者侧卧患者侧卧患者侧卧患者侧卧，，，，检查者双手放其髂嵴部检查者双手放其髂嵴部检查者双手放其髂嵴部检查者双手放其髂嵴部，，，，拇指拇指拇指拇指

放髂前上棘处放髂前上棘处放髂前上棘处放髂前上棘处，，，，手掌按髂结节手掌按髂结节手掌按髂结节手掌按髂结节，，，，用力推压骨盆用力推压骨盆用力推压骨盆用力推压骨盆。。。。如骶髂关如骶髂关如骶髂关如骶髂关

节周围疼痛节周围疼痛节周围疼痛节周围疼痛，，，，则提示该关节受累则提示该关节受累则提示该关节受累则提示该关节受累。。。。

• 骨盆侧压试验骨盆侧压试验骨盆侧压试验骨盆侧压试验：：：：患者侧卧患者侧卧患者侧卧患者侧卧，，，，检查者按压其髂嵴检查者按压其髂嵴检查者按压其髂嵴检查者按压其髂嵴。。。。如有骶髂如有骶髂如有骶髂如有骶髂

关节的病变关节的病变关节的病变关节的病变，，，，则出现疼痛则出现疼痛则出现疼痛则出现疼痛。。。。

• 骶髂关节压迫试验骶髂关节压迫试验骶髂关节压迫试验骶髂关节压迫试验：：：：患者俯卧患者俯卧患者俯卧患者俯卧，，，，两臂自然置于身体两侧两臂自然置于身体两侧两臂自然置于身体两侧两臂自然置于身体两侧。。。。

两侧髂后上棘连线通过骶髂关节中心两侧髂后上棘连线通过骶髂关节中心两侧髂后上棘连线通过骶髂关节中心两侧髂后上棘连线通过骶髂关节中心。。。。据此定位据此定位据此定位据此定位，，，，直接按直接按直接按直接按

压如局部出现疼痛压如局部出现疼痛压如局部出现疼痛压如局部出现疼痛，，，，则提示该关节受累则提示该关节受累则提示该关节受累则提示该关节受累。。。。

放射学检查放射学检查放射学检查放射学检查

• 放射学检查为诊断关键放射学检查为诊断关键放射学检查为诊断关键放射学检查为诊断关键。。。。诊断依据为骶髂关节和诊断依据为骶髂关节和诊断依据为骶髂关节和诊断依据为骶髂关节和
脊柱病变脊柱病变脊柱病变脊柱病变，，，，但但但但ASASASAS早期早期早期早期XXXX线改变常十分轻微线改变常十分轻微线改变常十分轻微线改变常十分轻微。。。。

XXXX线检查线检查线检查线检查

• 骶髂关节骶髂关节骶髂关节骶髂关节 为最早受累部位为最早受累部位为最早受累部位为最早受累部位，，，，故均有骶髂关节炎故均有骶髂关节炎故均有骶髂关节炎故均有骶髂关节炎
征象征象征象征象。。。。摄片时为提高分辨率摄片时为提高分辨率摄片时为提高分辨率摄片时为提高分辨率，，，，除应摄正位相除应摄正位相除应摄正位相除应摄正位相，，，，还还还还

应加斜位相应加斜位相应加斜位相应加斜位相。。。。

• 按按按按ASASASAS纽约标准纽约标准纽约标准纽约标准，，，，其其其其XXXX线改变可分线改变可分线改变可分线改变可分0000～～～～ⅣⅣⅣⅣ级级级级

0 0 0 0 级级级级 正常骶髂关节正常骶髂关节正常骶髂关节正常骶髂关节；；；；

ⅠⅠⅠⅠ级级级级 可疑或极轻微骶髂关节炎可疑或极轻微骶髂关节炎可疑或极轻微骶髂关节炎可疑或极轻微骶髂关节炎；；；；

ⅡⅡⅡⅡ级级级级 轻度骶髂关节炎轻度骶髂关节炎轻度骶髂关节炎轻度骶髂关节炎，，，，可见关节边缘模糊可见关节边缘模糊可见关节边缘模糊可见关节边缘模糊，，，，近关节区域近关节区域近关节区域近关节区域
硬化硬化硬化硬化，，，，关节间隙无改变轻度变窄关节间隙无改变轻度变窄关节间隙无改变轻度变窄关节间隙无改变轻度变窄；；；；

ⅢⅢⅢⅢ级级级级 中度骶髂关节炎中度骶髂关节炎中度骶髂关节炎中度骶髂关节炎，，，，伴有以下伴有以下伴有以下伴有以下1111项或项或项或项或1111项以上改变项以上改变项以上改变项以上改变：：：：关关关关
节边缘明显模糊节边缘明显模糊节边缘明显模糊节边缘明显模糊，，，，近关节区域硬化近关节区域硬化近关节区域硬化近关节区域硬化，，，，关节间隙增关节间隙增关节间隙增关节间隙增
宽或明显狭窄宽或明显狭窄宽或明显狭窄宽或明显狭窄，，，，骨质破坏明显骨质破坏明显骨质破坏明显骨质破坏明显，，，，或关节部分强直或关节部分强直或关节部分强直或关节部分强直；；；；

ⅣⅣⅣⅣ级级级级 骶髂关节融合或完全强直骶髂关节融合或完全强直骶髂关节融合或完全强直骶髂关节融合或完全强直，，，，伴伴伴伴 / / / / 不伴硬化不伴硬化不伴硬化不伴硬化。。。。

脊脊脊脊 柱柱柱柱

• 早期早期早期早期可有椎间盘纤维环附着处肌腱端病变致可有椎间盘纤维环附着处肌腱端病变致可有椎间盘纤维环附着处肌腱端病变致可有椎间盘纤维环附着处肌腱端病变致椎体椎体椎体椎体
方形变方形变方形变方形变；；；；椎体曲度改变致正常椎体前凹消失椎体曲度改变致正常椎体前凹消失椎体曲度改变致正常椎体前凹消失椎体曲度改变致正常椎体前凹消失，，，，又又又又

可引起可引起可引起可引起骨赘形成骨赘形成骨赘形成骨赘形成。。。。最终导致脊柱最终导致脊柱最终导致脊柱最终导致脊柱""""竹节竹节竹节竹节""""样变样变样变样变。。。。

实验室检查实验室检查实验室检查实验室检查

• 急性期急性期急性期急性期 ESRESRESRESR、、、、CRPCRPCRPCRP升高升高升高升高。。。。血清血清血清血清IgAIgAIgAIgA、、、、循环免疫复合循环免疫复合循环免疫复合循环免疫复合
物可升高物可升高物可升高物可升高。。。。因骨侵蚀因骨侵蚀因骨侵蚀因骨侵蚀、、、、骨炎骨炎骨炎骨炎血清碱性磷酸酶升高血清碱性磷酸酶升高血清碱性磷酸酶升高血清碱性磷酸酶升高，，，，
该指标似与病变广泛程度有关该指标似与病变广泛程度有关该指标似与病变广泛程度有关该指标似与病变广泛程度有关。。。。磷酸肌酸激酶可磷酸肌酸激酶可磷酸肌酸激酶可磷酸肌酸激酶可
能升高能升高能升高能升高，，，，且与病情活动关系较为密切且与病情活动关系较为密切且与病情活动关系较为密切且与病情活动关系较为密切。。。。

• 约约约约 90% 90% 90% 90% 患者患者患者患者HLAHLAHLAHLA----B27B27B27B27阳性阳性阳性阳性，，，，但阴性不能除外本病但阴性不能除外本病但阴性不能除外本病但阴性不能除外本病。。。。
正常人群正常人群正常人群正常人群 6%6%6%6%----8% HLA8% HLA8% HLA8% HLA----B27B27B27B27阳性阳性阳性阳性。。。。



诊断诊断诊断诊断

• 1984198419841984年纽约修订的年纽约修订的年纽约修订的年纽约修订的ASASASAS诊断标准诊断标准诊断标准诊断标准

AAAA．．．．诊断诊断诊断诊断

1111．．．．临床标准临床标准临床标准临床标准
aaaa．．．．腰痛腰痛腰痛腰痛、、、、晨僵持续至少晨僵持续至少晨僵持续至少晨僵持续至少3333月月月月，，，，活动后可缓解活动后可缓解活动后可缓解活动后可缓解；；；；
bbbb．．．．腰椎垂直腰椎垂直腰椎垂直腰椎垂直、、、、水平面水平面水平面水平面（（（（即额即额即额即额、、、、矢状面矢状面矢状面矢状面））））活动受限活动受限活动受限活动受限；；；；
cccc．．．．胸廓活动度较同年龄胸廓活动度较同年龄胸廓活动度较同年龄胸廓活动度较同年龄、、、、性别的正常人减少性别的正常人减少性别的正常人减少性别的正常人减少；；；；

2222．．．．放射学标准放射学标准放射学标准放射学标准
双侧骶髂关节炎双侧骶髂关节炎双侧骶髂关节炎双侧骶髂关节炎≥Ⅱ≥Ⅱ≥Ⅱ≥Ⅱ级或单侧骶髂关节炎级或单侧骶髂关节炎级或单侧骶髂关节炎级或单侧骶髂关节炎ⅢⅢⅢⅢ～～～～ⅣⅣⅣⅣ级级级级。。。。

诊断诊断诊断诊断

• B．．．．分级分级分级分级

1111．．．．确诊确诊确诊确诊ASASASAS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符合放射学标准和符合放射学标准和符合放射学标准和符合放射学标准和1111项以上临床标准项以上临床标准项以上临床标准项以上临床标准

2222．．．．可能可能可能可能AS AS AS AS 
aaaa．．．．符合符合符合符合3333项临床标准项临床标准项临床标准项临床标准；；；；
bbbb．．．．符合放射学标准符合放射学标准符合放射学标准符合放射学标准，，，，但不具备任何临床标准但不具备任何临床标准但不具备任何临床标准但不具备任何临床标准（（（（除外其他除外其他除外其他除外其他

原因所致骶髂关节炎原因所致骶髂关节炎原因所致骶髂关节炎原因所致骶髂关节炎）。）。）。）。

诊断诊断诊断诊断

ASASASAS临床筛选标准临床筛选标准临床筛选标准临床筛选标准（（（（CalinCalinCalinCalin等等等等，，，，1977197719771977年年年年））））

1. 401. 401. 401. 40岁以前发生的腰腿痛岁以前发生的腰腿痛岁以前发生的腰腿痛岁以前发生的腰腿痛////不适不适不适不适；；；；

2. 2. 2. 2. 隐匿发病隐匿发病隐匿发病隐匿发病；；；；

3. 3. 3. 3. 隐袭性背部不适病史持续隐袭性背部不适病史持续隐袭性背部不适病史持续隐袭性背部不适病史持续3333个月以上个月以上个月以上个月以上；；；；

4. 4. 4. 4. 伴有晨僵伴有晨僵伴有晨僵伴有晨僵；；；；

5. 5. 5. 5. 上述症状活动后可改善上述症状活动后可改善上述症状活动后可改善上述症状活动后可改善。。。。

结合家族史结合家族史结合家族史结合家族史、、、、HLAHLAHLAHLA----B27B27B27B27检查检查检查检查，，，，上标准上标准上标准上标准4444条以上符合可诊条以上符合可诊条以上符合可诊条以上符合可诊

断断断断。。。。

其他评定项目其他评定项目其他评定项目其他评定项目

• 分型分型分型分型：：：：根据炎症程度分为活动期和稳定期根据炎症程度分为活动期和稳定期根据炎症程度分为活动期和稳定期根据炎症程度分为活动期和稳定期

• 功能分级功能分级功能分级功能分级

• 关节活动度关节活动度关节活动度关节活动度

• 肌力肌力肌力肌力

• 功能障碍功能障碍功能障碍功能障碍

其他评定项目其他评定项目其他评定项目其他评定项目

• 步态分析步态分析步态分析步态分析：：：：如伴脊椎或腰椎疼痛步态特点为步幅如伴脊椎或腰椎疼痛步态特点为步幅如伴脊椎或腰椎疼痛步态特点为步幅如伴脊椎或腰椎疼痛步态特点为步幅
变小变小变小变小，，，，推进力低下推进力低下推进力低下推进力低下，，，，周期短周期短周期短周期短，，，，支撑期支撑期支撑期支撑期
障碍障碍障碍障碍；；；；痛剧可见骨盆痛剧可见骨盆痛剧可见骨盆痛剧可见骨盆、、、、上半身摇晃上半身摇晃上半身摇晃上半身摇晃。。。。

• 心肺功能评定心肺功能评定心肺功能评定心肺功能评定
• 疼痛评定疼痛评定疼痛评定疼痛评定
•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
• 心理障碍的评定心理障碍的评定心理障碍的评定心理障碍的评定

治治治治 疗疗疗疗

• 目前尚无满意治疗方法目前尚无满意治疗方法目前尚无满意治疗方法目前尚无满意治疗方法，，，，但多数患者仍可保持正但多数患者仍可保持正但多数患者仍可保持正但多数患者仍可保持正

常生理功能常生理功能常生理功能常生理功能。。。。晚期病例病情难以逆转晚期病例病情难以逆转晚期病例病情难以逆转晚期病例病情难以逆转，，，，因此成功因此成功因此成功因此成功

治疗关键治疗关键治疗关键治疗关键在于在于在于在于早期诊断和合理治疗早期诊断和合理治疗早期诊断和合理治疗早期诊断和合理治疗。。。。



治疗目标治疗目标治疗目标治疗目标

• aaaa．．．．控制炎症控制炎症控制炎症控制炎症，，，，缓解症状缓解症状缓解症状缓解症状；；；；

• bbbb．．．．防止脊柱防止脊柱防止脊柱防止脊柱、、、、髋关节畸形髋关节畸形髋关节畸形髋关节畸形，，，，或保持最佳功能位置或保持最佳功能位置或保持最佳功能位置或保持最佳功能位置；；；；

• cccc．．．．避免治疗所致副作用避免治疗所致副作用避免治疗所致副作用避免治疗所致副作用。。。。

治疗策略治疗策略治疗策略治疗策略

• aaaa．．．．迅速控制症状迅速控制症状迅速控制症状迅速控制症状；；；；

• bbbb．．．．及早使用及早使用及早使用及早使用DMARDsDMARDsDMARDsDMARDs；；；；

• cccc．．．．合理使用糖皮质激素合理使用糖皮质激素合理使用糖皮质激素合理使用糖皮质激素；；；；

• dddd．．．．联合用药联合用药联合用药联合用药；；；；

• eeee．．．．定期放射学随访定期放射学随访定期放射学随访定期放射学随访。。。。

药物治疗药物治疗药物治疗药物治疗

• ①①①① NSAIDsNSAIDsNSAIDsNSAIDs 对对对对NSAIDsNSAIDsNSAIDsNSAIDs治疗反应良好治疗反应良好治疗反应良好治疗反应良好，，，，是是是是ASASASAS显著显著显著显著
特点之一特点之一特点之一特点之一。。。。使用使用使用使用NSAIDsNSAIDsNSAIDsNSAIDs目的是消炎目的是消炎目的是消炎目的是消炎、、、、止痛止痛止痛止痛、、、、减轻减轻减轻减轻
晨僵晨僵晨僵晨僵。。。。此类药物对此类药物对此类药物对此类药物对ASASASAS自然病程无阻断作用自然病程无阻断作用自然病程无阻断作用自然病程无阻断作用，，，，但可但可但可但可
有效缓解症状有效缓解症状有效缓解症状有效缓解症状、、、、有助患者坚持治疗有助患者坚持治疗有助患者坚持治疗有助患者坚持治疗、、、、加强功能锻加强功能锻加强功能锻加强功能锻
炼炼炼炼，，，，并维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并维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并维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并维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药物治疗

• ②②②② DMARDsDMARDsDMARDsDMARDs 最常用药物为最常用药物为最常用药物为最常用药物为SASPSASPSASPSASP、、、、MTXMTXMTXMTX、、、、雷公藤等雷公藤等雷公藤等雷公藤等

对外周关节炎对外周关节炎对外周关节炎对外周关节炎、、、、早期骶髂关节炎均有效早期骶髂关节炎均有效早期骶髂关节炎均有效早期骶髂关节炎均有效，，，，可能改可能改可能改可能改

变疾病进程变疾病进程变疾病进程变疾病进程，，，，阻止骨质破坏的进一步加重阻止骨质破坏的进一步加重阻止骨质破坏的进一步加重阻止骨质破坏的进一步加重。。。。此类此类此类此类

药物起作用慢药物起作用慢药物起作用慢药物起作用慢，，，，故主张明确诊断者应尽早使用故主张明确诊断者应尽早使用故主张明确诊断者应尽早使用故主张明确诊断者应尽早使用，，，，

且用药时间较长且用药时间较长且用药时间较长且用药时间较长，，，，疼痛等症消失后疼痛等症消失后疼痛等症消失后疼痛等症消失后，，，，仍应持续用仍应持续用仍应持续用仍应持续用

药药药药2222～～～～3333个月个月个月个月，，，，甚至更长甚至更长甚至更长甚至更长。。。。

药物治疗药物治疗药物治疗药物治疗

• ③③③③ 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 对病程无阻断作用对病程无阻断作用对病程无阻断作用对病程无阻断作用，，，，长期使用长期使用长期使用长期使用

可能带来严重并发症可能带来严重并发症可能带来严重并发症可能带来严重并发症，，，，故不提倡长期大量使用或故不提倡长期大量使用或故不提倡长期大量使用或故不提倡长期大量使用或

作常规用药作常规用药作常规用药作常规用药。。。。在合并严重外周关节病变或眼部病在合并严重外周关节病变或眼部病在合并严重外周关节病变或眼部病在合并严重外周关节病变或眼部病

变其他治疗无效时变其他治疗无效时变其他治疗无效时变其他治疗无效时，，，，可加用小剂量泼尼松口服或可加用小剂量泼尼松口服或可加用小剂量泼尼松口服或可加用小剂量泼尼松口服或

局部用药局部用药局部用药局部用药。。。。个别症状严重者个别症状严重者个别症状严重者个别症状严重者，，，，可短期使用较大剂可短期使用较大剂可短期使用较大剂可短期使用较大剂

量激素控制症状量激素控制症状量激素控制症状量激素控制症状。。。。

药物治疗药物治疗药物治疗药物治疗

联合用药优于单一用药联合用药优于单一用药联合用药优于单一用药联合用药优于单一用药，，，，尤其尤其尤其尤其DMARDsDMARDsDMARDsDMARDs联合使用联合使用联合使用联合使用，，，，

疗效提高同时疗效提高同时疗效提高同时疗效提高同时，，，，毒副作用未见明显增加毒副作用未见明显增加毒副作用未见明显增加毒副作用未见明显增加。。。。

常用联合治疗方案常用联合治疗方案常用联合治疗方案常用联合治疗方案：：：：SASPSASPSASPSASP＋＋＋＋MTXMTXMTXMTX＋＋＋＋叶酸叶酸叶酸叶酸。。。。



物理治疗物理治疗物理治疗物理治疗

运动治疗运动治疗运动治疗运动治疗：：：：目的在于保持脊柱生理曲度目的在于保持脊柱生理曲度目的在于保持脊柱生理曲度目的在于保持脊柱生理曲度，，，，防止畸形防止畸形防止畸形防止畸形；；；；保持良保持良保持良保持良

好胸廓活动度好胸廓活动度好胸廓活动度好胸廓活动度；；；；防止或减轻废用性肌肉萎缩防止或减轻废用性肌肉萎缩防止或减轻废用性肌肉萎缩防止或减轻废用性肌肉萎缩，，，，维维维维

持骨密度持骨密度持骨密度持骨密度、、、、强度等强度等强度等强度等。。。。

鼓励患者谨慎长期针对性运动鼓励患者谨慎长期针对性运动鼓励患者谨慎长期针对性运动鼓励患者谨慎长期针对性运动：：：：

aaaa．．．．维持胸廓活动度运动维持胸廓活动度运动维持胸廓活动度运动维持胸廓活动度运动，，，，如扩胸如扩胸如扩胸如扩胸、、、、深呼吸等深呼吸等深呼吸等深呼吸等；；；；

bbbb．．．．保持脊柱活动度运动保持脊柱活动度运动保持脊柱活动度运动保持脊柱活动度运动，，，，如弯腰如弯腰如弯腰如弯腰、、、、颈腰各个方向运动等颈腰各个方向运动等颈腰各个方向运动等颈腰各个方向运动等；；；；

cccc．．．．肢体运动肢体运动肢体运动肢体运动，，，，如散步如散步如散步如散步、、、、俯卧撑等俯卧撑等俯卧撑等俯卧撑等。。。。

物理治疗物理治疗物理治疗物理治疗

物理因子治疗物理因子治疗物理因子治疗物理因子治疗：：：：适当加用理疗适当加用理疗适当加用理疗适当加用理疗，，，，如超短波如超短波如超短波如超短波、、、、红外红外红外红外
线线线线、、、、

蜡疗等蜡疗等蜡疗等蜡疗等，，，，对缓解症状对缓解症状对缓解症状对缓解症状、、、、改善病情均改善病情均改善病情均改善病情均

有帮助有帮助有帮助有帮助。。。。

患者患者患者患者特别宜于水疗特别宜于水疗特别宜于水疗特别宜于水疗，，，，能减轻疼痛能减轻疼痛能减轻疼痛能减轻疼痛、、、、解除肌痉挛解除肌痉挛解除肌痉挛解除肌痉挛、、、、增增增增

加肌力耐力加肌力耐力加肌力耐力加肌力耐力、、、、改进姿势改进姿势改进姿势改进姿势、、、、矫正畸形矫正畸形矫正畸形矫正畸形，，，，并且对增加肌并且对增加肌并且对增加肌并且对增加肌

腱韧带柔韧性有良好作用腱韧带柔韧性有良好作用腱韧带柔韧性有良好作用腱韧带柔韧性有良好作用。。。。

作业治疗作业治疗作业治疗作业治疗

功能性作业疗法功能性作业疗法功能性作业疗法功能性作业疗法：：：：维持关节活动度维持关节活动度维持关节活动度维持关节活动度，，，，以便完成日常以便完成日常以便完成日常以便完成日常

生活和劳动必需的活动生活和劳动必需的活动生活和劳动必需的活动生活和劳动必需的活动。。。。

支持性作业疗法支持性作业疗法支持性作业疗法支持性作业疗法：：：：采用轻松有趣消遣性活动采用轻松有趣消遣性活动采用轻松有趣消遣性活动采用轻松有趣消遣性活动，，，，以便以便以便以便

除去心理障碍除去心理障碍除去心理障碍除去心理障碍。。。。

日常生活动作训练日常生活动作训练日常生活动作训练日常生活动作训练：：：：加强日常生活活动的训练加强日常生活活动的训练加强日常生活活动的训练加强日常生活活动的训练，，，，使使使使

患者达到自理生活患者达到自理生活患者达到自理生活患者达到自理生活。。。。

患者教育及心理治疗患者教育及心理治疗患者教育及心理治疗患者教育及心理治疗

• 消除患者恐惧心理消除患者恐惧心理消除患者恐惧心理消除患者恐惧心理，，，，正确对待疾病正确对待疾病正确对待疾病正确对待疾病。。。。

• 鼓励患者在病情许可情况下鼓励患者在病情许可情况下鼓励患者在病情许可情况下鼓励患者在病情许可情况下，，，，象正常人一样工作象正常人一样工作象正常人一样工作象正常人一样工作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坚持正规治疗坚持正规治疗坚持正规治疗坚持正规治疗，，，，避免不良嗜好避免不良嗜好避免不良嗜好避免不良嗜好。。。。

• 注意保持机体功能位注意保持机体功能位注意保持机体功能位注意保持机体功能位，，，，睡硬板床睡硬板床睡硬板床睡硬板床，，，，避免骨骼畸避免骨骼畸避免骨骼畸避免骨骼畸

形形形形。。。。

手术治疗手术治疗手术治疗手术治疗
• 晚期患者如有髋关节失能者晚期患者如有髋关节失能者晚期患者如有髋关节失能者晚期患者如有髋关节失能者，，，，可施行关节置换术可施行关节置换术可施行关节置换术可施行关节置换术

或其他矫形手术或其他矫形手术或其他矫形手术或其他矫形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