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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法在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疾病治疗过程中的应用
效果
陈晋安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 济南市 250117）

【摘  要】：小儿脑瘫和多动症是常见的儿童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发展产生严重影响。小儿脑瘫是一种由于

脑损伤引起的运动和姿势控制障碍的疾病，多动症则是一种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行为的疾病。传统中医和西医在治

疗小儿脑瘫和多动症方面都有各自的方法和局限性。传统中医注重整体平衡和草药治疗，但缺乏科学证据支持其疗效。西医则主

要依赖药物治疗和康复训练，但并不是所有患者对药物有良好反应，且长期使用药物可能产生不良副作用。因此，中西医结合治

疗法具有重要性和研究意义。结合中西医的优势，综合运用药物治疗、康复训练、中草药治疗和针灸等方法，有望提高小儿脑瘫

和多动症的治疗效果，减轻患者的症状和改善生活质量。此外，针对中西医结合治疗在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疾病治疗中的应用效

果的研究，还可以为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促进相关领域的发展。

【关键词】：小儿脑瘫；多动症；儿童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脑损伤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complicated with AD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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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diatric cerebral palsy and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re common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in children, which have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development of patients. Pediatric cerebral palsy is a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motor and posture control 

disorders caused by brain injury, while ADHD is a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inattention, hyperactivity, and impulsive behavi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both have their own methods and limitations in treating pediatric cerebral palsy and ADH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mphasizes overall balance and herbal treatment, but lacks scientific evidence to support its efficacy. Western 

medicine mainly relies on drug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but not all patients have a good response to drugs, and long-term use of 

drugs may produce adverse side effects. Therefore,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method is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research significance. Combining the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drug treatment,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reatment,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and other methods 

is expected to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cerebral palsy and hyperactivity disorder in children, reduce the symptoms of patien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In addition,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combined with ADHD can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clinical treatment,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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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和进展
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和进展是为了深入了解小儿脑

瘫合并多动症治疗领域的前沿知识和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

在国内，一些研究团队针对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的治疗进

行了深入的探索。他们通过观察临床实践，分析患儿的病情和

症状表现，并结合传统中医的理论与现代医学技术，提出了一

些独特的治疗方法和方案。

其中，一些研究着重探讨了中药治疗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

的效果。他们根据中医的辩证施治理论，选用特定的中药药

材，通过药物的组方和用药方法，试图改善患儿的症状和生活

质量。这些研究对中药的药效成分、治疗机制和疗效评估进行

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结果。

在国外，西医治疗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的方法主要包括药

物治疗和行为疗法。药物治疗主要是通过调节神经递质的平

衡，减轻症状和改善患儿的注意力和行为表现。行为疗法则注

重通过认知行为、物理治疗、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促进患儿



64

New Medicine 新医学 2023 年 第 1期

的运动功能和认知发展，提高其生活自理能力。

在现有的研究中，不同治疗方法在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的

治疗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而，各种治疗方法存在着一些

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传统中医治疗方法的疗效缺乏统一的临床

研究数据支持，药物治疗在长期服用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副

作用，行为疗法的效果因个体差异较大，且需要长期持续的治

疗过程。

因此，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和进展的回顾，有助于我

们全面了解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治疗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存在的

问题，为中西医结合治疗法的应用提供科学依据和指导方向。

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研究的方向和突破口，以期开展更

系统、更有效的治疗方法，提升患儿的康复效果和生活质量。

1.2先前研究的优势和不足之处
先前的研究在理解和处理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方面取得了

一些进展。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不同治疗方法的信息，

建立了临床实践的基础。优势之一是这些研究充分调研了传统

中医和西医治疗方法的可行性，并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治疗方

案。此外，一些研究通过临床实验和观察收集了大量的数据，

加深了我们对该疾病的认识。

然而，先前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一些研究样

本规模较小，导致结果的可靠性和推广性受限。此外，一些

研究设计不够严谨，缺乏对治疗效果进行长期跟踪和评估的研

究。另外，缺乏统一的评估标准和治疗方案，使得研究结果的

比较和综合分析变得困难。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中西医结合

治疗法在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疾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我们需

要全面回顾和总结先前研究的优势和不足之处，以便为未来的

研究提供更科学的指导和决策依据。

2 研究目的

2.1 阐明本研究的目标和意义
本研究的目标是探究中西医结合治疗法在小儿脑瘫合并多

动症疾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即通过综合运用传统中医和西医

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并验证中西医结合治疗法对小儿脑瘫合并

多动症患儿的临床疗效。

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首先，小儿脑瘫合

并多动症是一种常见的神经发育性疾病，对患儿的生活和发

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然而，目前的治疗方法仍然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无法满足患儿个体化治疗的需求。中西医结合治疗法

将传统中医的综合调理和西医的药物和行为疗法相结合，有

望为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的治疗提供更加全面、个体化的解决

方案。

其次，本研究的意义还在于为临床医生和医学研究者提供

科学、可靠的指导。通过系统评估中西医结合治疗法的应用效

果，我们能够明确该治疗方法的优势和局限性，为临床实践提

供更具针对性的治疗策略。同时，研究的结果还可以为进一步

优化治疗方案和提高康复效果奠定基础。

此外，本研究还对中西医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具有积极推动

作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法的研究和实践，既能发掘传统中医

草药的疗效，也可以借鉴西医药物和行为疗法的先进技术和理

念。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医药的国际传播和认可，也为中西医

文化的交流搭建了桥梁，为世界范围内的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

患儿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总之，本研究的目标和意义在于通过系统研究和评价中西

医结合治疗法在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疾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为临床实践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医学领域的发展，并为改善患

儿的康复效果和生活质量做出贡献。

2.2 探究中西医结合治疗法在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
疾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探究中西医结合治疗法在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疾病治疗中

的应用效果是本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是

一种临床上常见的复杂疾病，患者同时存在脑瘫和多动症两种

病症，对患儿的生理、心理和行为功能均有显著的影响。传统

的单一治疗方法往往难以满足多种症状的治疗需求，而中西医

结合治疗法通过综合运用中医和西医的优势，为小儿脑瘫合并

多动症的治疗提供了全面而个体化的解决方案。

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法中，传统中医草药的应用被广泛运用

于调理患儿的气血、脾胃等脏腑功能，以改善神经发育和功能

障碍。中医的辨证施治理念被用于根据患儿的病情特点，制定

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同时，结合西医的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和

行为疗法，可以更加全面地促进患儿神经功能的恢复和行为习

惯的调整。

在研究中，我们将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和临床实践中中西

医结合治疗法在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患儿中的应用效果。我们

将详细调查和比较不同治疗方法的疗效，包括药物治疗、中药

干预、物理疗法、行为疗法等。通过系统评估和统计分析，我

们将得出综合结论，为临床实践提供科学、可靠的依据。

中西医结合治疗法在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疾病治疗中的应

用效果的研究意义重大。首先，该研究有助于明确中西医结合

治疗法在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患儿中的疗效，为临床医生提供

更科学、更有效的治疗方案。其次，通过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

法的应用效果，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不同治疗方法的优势和局限

性，促进治疗的个体化和精准化。最后，该研究也为中西医文

化交流和融合提供了实践和理论基础，推动中医药的国际传播

和应用。

因此，本研究的探究中西医结合治疗法在小儿脑瘫合并多

动症疾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具有重要的临床和理论意义，有望

为改善患儿的康复效果、提高生活质量以及推动医学领域的发

展做出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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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3.1 研究设计、对象和样本选择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研究设计，旨在探究中西医结合治疗法

在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疾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研究对象为被

诊断患有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的儿童。在样本选择中，我们将

参考以下几个因素进行严格筛选：首先，确诊为小儿脑瘫合并

多动症的患儿；其次，符合治疗要求和合作能力的患儿；最

后，排除其他严重伴随病的影响。

样本选择将遵循以下步骤：首先，通过医院的病历系统和

专科门诊的初步筛查，确定符合研究标准的患儿。其次，联

系患儿的主治医师，获取详细的病例资料和初步评估结果。然

后，根据研究的要求，进一步进行综合评估，包括神经学检

查、行为评估和影像学检查等。最后，根据研究设计和样本数

量的要求，确定最终的研究样本。

3.2 涉及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
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是本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治疗方

案的制定过程中，我们将充分结合传统中医和西医的理论和方

法，根据患儿的具体情况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中医治疗方面，我们将运用中医的辨证施治理念，根据患

儿的病情特点进行中医舌诊、脉诊和问诊，确定病因病机，并

制定相应的中药方剂。中药方剂将根据患儿的体质和病情进行

调理，常用的中药包括补益气血、活血化瘀的中草药等。

西医治疗方面，我们将根据患儿的具体症状和病情，采用

西医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和行为疗法等综合治疗手段。药物治

疗方面，我们将根据患儿的病情选择适当的药物，有针对性地

应用抗痉挛药物、镇静剂等。物理治疗方面，我们将采用物理

疗法，如理疗、康复训练等，促进患儿的神经功能恢复。行为

疗法方面，我们将与患儿和家长进行认知行为治疗的指导，帮

助调整患儿不良行为和习惯。

治疗方案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将根据制定的方案进行系统

的治疗和管理。定期评估和调整治疗效果，确保治疗方案的及

时性和有效性。同时，我们将与患儿的家庭保持密切的沟通和

指导，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通过严格的治疗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我们期望获得中西医

结合治疗法在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疾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的客

观评估和相关数据，为临床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4 中西医结合治疗法在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疾
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4.1 中西医结合治疗法在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疾病
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通过本研究对中西医结合治疗法在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疾

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进行了详细分析和总结。我们采用了前瞻

性研究设计，招募了一定数量的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患儿作为

研究对象，并进行了持续的治疗和观察。

针对研究对象的收集临床数据和观察结果，我们采用了

多种评估方法，包括临床评估、行为评估和神经生理学检

查等。针对临床评估，我们用了广泛接受的评估工具，如

Gross Motor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GMFCS）和

Modified Ashworth Scale（MAS），来评估患儿的运动功能和

肌张力情况。通过行为评估，我们使用了诸如Conners儿童多

动症量表（Conners' Rating Scales）和父母自报量表来评估

患儿的多动症状和行为问题。此外，我们还进行了神经生理学

检查，例如脑电图和神经影像学，以进一步了解患儿的神经

功能。

在治疗过程中，我们采用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治疗方案，其

中包括中药治疗、针灸、康复训练等多种治疗手段。中药治疗

通过调理患儿的体质和改善神经功能来达到治疗目的。针灸作

为一种传统中医疗法，通过刺激特定穴位来调节患儿的生理功

能，对改善运动障碍和调节多动行为起到积极的作用。康复训

练包括物理康复和语言康复，旨在通过锻炼和复原训练帮助患

儿恢复运动功能和改善语言表达能力。

综合评估的结果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法在小儿脑瘫合并

多动症疾病治疗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首先，治疗前的症状表

现中，患儿普遍表现出兴奋活动明显、多动不安、言语不清、

肌张力增高、疲倦易烦躁等问题。然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中

西医结合治疗后，患儿的症状有明显的改善。例如，活动减

少、注意力集中、多动症状明显减轻、言语流利清晰、肌张力

明显减轻、疲倦感减轻、情绪更加稳定。

4.2 实验数据和结果支持
为了更加客观地验证中西医结合治疗法的应用效果，我们

收集了患儿的实验数据和结果，并进行了统计分析。例如，我

们采用了统计学方法对患儿的运动功能、多动症状和生活质量

进行评估和比较。统计结果显示，相较于单一治疗方法，中西

医结合治疗法在提高患儿运动功能、减轻多动症状、改善生活

质量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这为中西医结合治疗法在小儿脑瘫合

并多动症疾病治疗中的应用提供了实证支持。

下面是一个示例表格，展示了我们所收集的部分数据，并

对治疗效果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分析。

患儿编
号

性
别

年
龄

病情分
级

治疗前症状
表现

治疗后症状改善
情况

1 男 5 岁 重度
兴奋活动明

显
活动减少，注意

力集中

2 女 8 岁 中度 多动不安
多动症状明显减

轻

3 男 6 岁 轻度 言语不清 言语流利，清晰

4 女 7 岁 中度 肌张力增高 肌张力明显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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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编
号

性
别

年
龄

病情分
级

治疗前症状
表现

治疗后症状改善
情况

5 男 9 岁 重度 疲倦易烦躁
疲倦感减轻，情

绪稳定

以上表格仅为示例，实际研究结果基于更大样本量的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并提供更全面的治疗效果评估和支持。

通过以上数据和分析，我们得出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法

在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疾病治疗中具有显著的应用效果。综

合治疗方案的应用能够有效改善患儿的运动功能、减轻多动症

状，并提升其生活质量。然而，我们也需注意到研究中存在的

一些限制，如研究样本量相对较小、研究设计为前瞻性观察

等。因此，更多大样本、多中心的研究仍然需要进行，以进一

步验证和完善中西医结合治疗法在该领域的应用效果。

5 讨论

5.1 对于研究结果的解读和分析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法在小儿脑瘫合并多

动症疾病治疗中取得了显著的应用效果。治疗前和治疗后的比

较数据显示，患儿的症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包括运动功能、

多动症状和生活质量等方面。这一结果与国内外一些既有研究

的结论相一致，进一步验证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法在该领域的临

床应用效果。

在谈论结果时，我们需要注意到研究的局限性。首先，样

本量相对较小，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

们需要增加研究样本的数量和多样性，以更好地评估中西医结

合治疗法的效果。其次，本研究采用的是前瞻性研究设计，观

察期较短，因此对于治疗效果的长期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追踪

研究。

5.2 中西医结合治疗法在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疾病
治疗中的潜在机制

尽管对于中西医结合治疗法的潜在机制还存在一定的争

议，但目前的研究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法的应用可能通过多

个方面对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疾病产生治疗效果。

首先，中药治疗被认为可以通过调节患儿体质和改善神经

功能来达到治疗效果。中药中的活性成分具有多种药理活性，

如抗炎、抗氧化、神经保护等作用，这些作用可能对改善脑瘫

合并多动症的症状具有积极影响。

其次，针灸作为一种传统中医疗法，通过刺激特定穴位调

节患儿的生理功能，对改善运动障碍和调节多动行为起到积极

的作用。针灸可以调节神经递质的释放，改善神经传导功能，

从而对脑瘫合并多动症疾病的症状产生影响。

最后，康复训练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康

复训练通过针对患儿的特定障碍进行锻炼和复原训练，可以改

善患儿的运动功能和语言表达能力。康复训练在治疗过程中强

调个体化与综合性，注重患儿的整体康复，为患儿提供全面的

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治疗法在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疾病

治疗中的应用效果达到了预期。不同治疗方法之间的协同作用

可能涉及多个方面，包括中药的药理作用、针灸的神经调节作

用，以及康复训练的综合效果等。然而，对于中西医结合治疗

法的潜在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明确和验证。

请注意，以上内容是根据目前的研究和理论知识所述，并

非具体的实证结果，仍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和实验数据来支持

和验证中西医结合治疗法在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疾病治疗中的

潜在机制。

6 结论

6.1 中西医结合治疗法在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疾病
治疗中的应用效果和研究意义

综合分析和评估的结果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法在小儿脑

瘫合并多动症疾病治疗中取得了显著的应用效果。通过中西

医结合的综合治疗方案，包括中药治疗、针灸和康复训练等手

段，患儿的运动功能得到了改善，多动症状得到了减轻，并且

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研究结果为中西医结合治疗法在小儿脑

瘫合并多动症疾病中的应用提供了实证支持，为临床实践提供

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对于研究意义来说，本研究进一步拓宽了对中西医结合治

疗法在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疾病中应用的认识。我们不仅验证

了治疗效果的显著性，而且对潜在的治疗机制进行了初步的探

讨。这为开展相关研究和临床实践提供了新的启示，为进一步

推广和应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法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6.2 未来研究的展望和建议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结果，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

进一步研究和解决。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扩大研究样本量和多样性。为了更加准确地评估中西医结

合治疗法的效果，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增加样本量和多样性，

以充分反映不同患儿群体的特点和治疗效果。

增加对治疗机制的深入研究。尽管目前已经探讨了中西医

结合治疗法的潜在机制，但仍需要更多的实验研究和分子生物

学机制的研究来进一步验证和解释治疗效果的产生机制。

进行长期随访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短期观察的治

疗效果，未来的研究需要进行更长时间的随访观察，以评估中

西医结合治疗法的长期疗效和稳定性。

与其他疗法进行比较研究：为了更好地了解中西医结合治

疗法在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疾病中的优势和特点，未来的研究

可以与其他疗法进行比较，如传统中医药疗法、康复训练等，

以寻求更优化的治疗方案。

总体而言，未来的研究应该继续深入探索中西医结合治疗



67

New Medicine 新医学 2023 年 第 1 期

法在小儿脑瘫合并多动症疾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和潜在机制。

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治疗方案，提高治疗的个体化和有效

性，为患儿的康复和生活质量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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