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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康复医学开办高职层次的教育在我国只有七八年的时间，各学校在办学过程中苦于没有教材或采取自
编教材的形式进行教学，这样就形成了各自为政比较混乱的状态；人才培养的规格也不统一。
2006年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作为主编单位成功地申请到国家“十一五”康复治疗技术高职规划教材
，并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刘惠君老师的帮助下召开了编委会，同时我们还荣幸地邀请到了南京医科大学
励建安教授亲临指导，使我们受益匪浅，决定将康复治疗技术分为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和言语治疗三
个分册，我们组织了全国的康复治疗教学资历较深的教师和康复临床工作经验丰富的康复医生作为教
材的编写组成员。
在教材的编写工作之初要求各位编委以实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康复治疗技术的特点作为编写的指
导思想，内容尽量与全国康复医学资格考试紧密结合，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
历经两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物理治疗教材的编写工作，这本教材不仅饱含着编委们辛勤的汗水，也体
现着各位编委严谨治学的态度。
教材中的内容尽量用图片表达，并且绝大多数图片都是用数码相机真实环境拍照的，使教材更直观突
破了教材的以往模式；会使教师更容易教、学生更容易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教材，教材填补了康
复治疗技术专业的专业教材空白。
本教材针对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学生特点，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以康复评估为基础，以理论够用
实用为先的原则；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内容进行编写。
本教材根据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特点组织素材，主要内容有运动疗法和物理因子疗法两大部分，其中
运动疗法包括各种治疗技术的操作方法，物理因子治疗包括各种治疗技术的原理、方法和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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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丛书。
《康复治疗技术·物理治疗分册》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以康复评估为基础，注重实用性和可操
作性。
内容包括运动疗法和物理因子治疗两大部分，共26章，其中运动疗法包括各种治疗技术的操作方法，
物理因子治疗包括各种治疗技术原理、方法和临床应用。
《康复治疗技术·物理治疗分册》供高职高专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用，也是康复治疗师、临床医护人员
和其他医学专业人员很好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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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运动疗法所进行的肌肉活动和多种功能锻炼，主要是通过神经反射、神经体液和生物力学等作
用途径，对人体的局部和全身功能产生相应的影响和改变，以改善原来失调的机体状态。
其基本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高神经系统的调节能力运动和身体锻炼是重要的自然生理刺激，它可保持中枢神经系统的紧
张性和兴奋性，维持其正常功能，从而发挥对全身脏器的调节作用.长期坚持运动锻炼，具有锻炼和加
强大脑皮质活动能力的作用，可使神经系统的兴奋性、灵活性和反应性都大为改善，达到强化中枢神
经系统对全身各脏器功能的调整和协调作用。
长期锻炼还能使迷走神经兴奋性增强，提高对脏器活动的自控能力。
运动疗法还可调动患者积极的情绪。
组织患者参加适当的运动，可使其在认知、情绪等心理活动方面得以调节及改善，重新塑造自我形象
，从而扭转精神抑郁、悲观失望等负性情绪。
并对疾病的治疗充满希望，对克服困难、战胜疾病充满信心。
（二）提高代谢能力.增强循环和呼吸功能1.运动可使人体能量消耗增加，为了适应运动时肌肉作功的
需要，将大量消耗体内能源物质，使新陈代谢水平急剧升高，可达到安静状态时的几倍至十几倍，其
程度随运动强度而异。
2.运动时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功能也呈现相应的变化。
如循环系统表现为心搏加快、心肌收缩力增强、收缩末期容量减少、每搏量增多、心排血量增多。
呼吸系统表现为呼吸加深加快，胸廓和膈肌活动幅度明显增大，潮气量增多，每分钟通气量和耗氧量
可增加数倍至十几、二十倍，以摄取更多的氧并及时排出不断产生的二氧化碳，满足运动的需要。
3.血流发生明显的重新分布，骨骼肌的血液供应量可从安静时占总血液供应量的15％一20％增加至占
总血液供应量的80％，这保证了工作的骨骼肌及心肌充分的血液供应。
长期坚持运动，人体代谢能力和心肺功能都会得到适应性的改善。
心肌通过自身调节作用或在神经体液作用下加强收缩力和增加回心血量，使每搏量和射血分数都有所
增加，因而具有较大的心脏储备力，并有较高的工作效率，可以用较低的心率来完成较大的运动量或
工作量，而且恢复较快。
通过运动，安静时的肺活量和每分钟通气量增加，因而吸氧能力得到增强，加之肌肉内肌红蛋白增加
，线粒体的质量提高和数量增加，使氧的储备、携带和运转能力得到改善，使有氧代谢功能得以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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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康复治疗技术·物理治疗分册》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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