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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学院$钦州 )%)&!!#

摘#要#研究高负荷间歇运动对自发性伸指肌腱断裂的修复性能!将某医院患有自发性伸指肌腱断裂的 "' 位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随机将其划分成高负荷间歇运动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在实验期间不进行任何运动!高负荷间歇运动组在功率自行车上

进行高负荷间歇运动" 长期进行高负荷间歇运动后!运动组的 F̂H*!Bk<=表达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显著性!运动组自发性

伸指肌腱断裂患者指关节活动评定结果明显优于未进行高负荷间歇运动的患者!且握力明显增加" 说明高负荷间歇运动能

够提高自发性伸指肌腱断裂患者肌力与手部的整体功能!能够提高自发性伸指肌腱断裂患者的修复性能"

关键词#高负荷间歇运动##自发性伸指肌腱断裂##修复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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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I-/$ ]>6/4i-/1>6;]-41 3267 -/O.9B-OO./OB2Z.B./OO2YU2/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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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性伸指肌腱断裂就是没有明显外伤或因轻

微动作导致的肌腱断裂$发病比例较少$约占手部创

伤的 &;!G左右(!!%)

' 当前针对自发性伸指肌腱断

裂的研究较少$因此研究高负荷间歇运动对自发性

伸指肌腱断裂的修复性能具有重要意义$已经成为

相关学者研究的重点课题(D!()

'

本文研究高负荷间歇运动对自发性伸指肌腱断

裂的修复性能$为自发性伸指肌腱断裂的修复提供

重要依据'

"#研究对象和方法

"$"#研究对象

本节将某医院患有自发性伸指肌腱断裂的 "'

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患者 %A 例$女患者 %A

例$都有手指伸展困难同时逐渐加重的现象$且没有

其余神经损伤体征' 随机将 "' 位患者划分成高负

荷间歇运动组和对照组$受试者基本情况如表 !*表

$*表 % 所示'

表 "#受试者基本信息

)*+,-"#L*2;7;:43/0*1;3:3426+Z-712

组别
人数b

人

年龄b

岁

性别

男b人 女b人

身高b

,B

体重b

[4

高负荷间

歇运动组
%A $A;%( {!&;%$ %% ( !"$;( {%;( ($;" {);$

对照组 %A %&;)% {!&;") %& A !"!;' {D;! (&;) {(;!

!值 &;'D &;A% &;($ &;)"

表 %#两组受试者受伤手指数对比

)*+,-%#F305*/;23:3418-:60+-/34;:Z6/-<

4;:=-/2+-1K--:18-1K3 =/3652 个

组别 ! 指 $ 指 % 指 D 指

高负荷间歇运动组 !D !A ( &

对照组 !( !! ( (

表 &#两组受试者受伤指别对比

)*+,-&#)K3 =/36523426+Z-712K-/-

;:Z6/-<4;:=-/73:1/*21 个

组别 食指 中指 环指 小指

高负荷间歇运动组 % " % $

对照组 % ) $ $

##表 !*表 $*表 % 中指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所

以可用于实验分析'

"$%#实验方法

对照组在实验期间不进行任何运动'

高负荷间歇运动组首先进行 % g) B-/ 的热身

运动$然后在功率自行车上以 '&G :̀

$

的强度运动



) B-/$休息 % B-/$重复进行 % 组运动$但间歇时间

依次是 ) B-/和 A B-/' 高负荷间歇运动组共进行

!& 周上述运动$每周运动 ) 7$休息 $ 7$每天进行一

次运动'

"$&#血样采集及测试指标

每次运动前和运动后取受试者静脉血 % BR$

在常温下将其置于离心管中 $& B-/$以 $ )&& 9bB-/

的速度对其进行离心处理$时间为 !& B-/$取上

清液置于冻存管中$保存在 C") @的冰箱中

待测 ("!A)

'

指关节活动度测试&通过手指专用量角器对

受试者掌指关节*近侧与远侧指间关节的主动屈

曲角及伸直受限角进行测量$将主动屈曲角与伸

直受限角之差看作总指关节活动度$针对各关节

均测量 % 次主动屈曲角与伸直受限角$取其平

均值 (!&!!$)

'

指关节活动评价标准如下&

优&正常%良&指关节活动度超过健侧的 ")G%

一般&指关节活动度超过健侧的 )&G%差&指关节活

动度低于健侧的 )&G

(!%!!))

'

握力测试&通过握力计对受试者握力和健侧

握力进行测试$测量三次$取三次平均值' 将患手

握力看作分子$将健侧握力看作分母$求出比值同

时乘 !&&G$ 将 得 到 的 结 果 作 为 握 力 测 试

结果(!(!!')

'

J.XY./手功能测试&通过美国 +6BB2/YT9.YO2/

公司原装产品对受试者 J.XY./ 手功能进行测试$测

试结果单位为Y$依据中文译本进行测试$详细过程

如下&

"!#J]H0!&写字'

"$#J]H0$&对卡片进行翻转操作'

"%# J]H0%&用患手捡起小物品置于指定容

器中'

"D#J]H0D&用患手模仿进食'

")#J]H0)&将棋子按照要求摆放好'

"(#J]H0(&移动体积大但重量轻的物体'

""#J]H0"&移动体积大且重量较重的物品'

F̂H*F含量测定选择上海西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提供的试剂盒$通过双抗体夹心 =E,*8RF+=法对

其进行测定' F̂H*F的 Bk<=表达通过实时荧光定

量聚合酶反应进行测定(!A$$&)

'

"$'#统计分析

通过 +T++ 统计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处

理$结果用"平均数 {标准差#的形式进行描述$组

内和 组 间 比 较 采 用 0检 验$ 显 著 性 水 平 为

!f&;&)'

%#实验结果分析

%$"#高负荷间歇运动对自发性伸指肌腱断裂患者

指关节活动度影响

表 D 描述的是实验前*$ 周*D 周*( 周*' 周*!&

周末时高负荷间歇运动组和对照组指关节活动度比

较结果'

表 '#两组受试者各时间点指关节活动度比较结果

)*+,-'#F305*/;23:3418-*71;E;1;-23418-1K3 =/3652

3426+Z-712*1<;44-/-:11;0-53;:12

"r#

组别 实验前 $ 周 D 周 ( 周 ' 周 !& 周

高负荷间

歇运动组

A(;(A {

!%;')

!%);") {

!D;&'

!)A;'$ {

!);'(

!A(;!" {

!);%!

$$);!! {

!";%)

$%%;)" {

!";D)

对照组
A";$( {

A;'%

A';%A {

!%;)!

AA;() {

!";(D

A(;A" {

!';$(

A';$( {

!%;'%

AA;%A {

!(;'"

#值 %;$) !$;() !(;%) !(;&' !%;D% !);A(

!值 );!% &;&D$ &;&&$ &;&&) &;&&D &;&&(

##分析表 D 可以看出$实验前高负荷间歇运动组

和对照组指关节活动度无显著性差异"!h&;&)#%

实验 $ 周后高负荷间歇运动组的指关节活动度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性"!f&;&)#%实验 D g

!& 周后$高负荷间歇运动组的指关节活动度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f&;&!#'

表 ) 描述的是实验后高负荷间歇运动组和对照

组受试者指关节活动评定结果'

表 (#两组受试者指关节活动评定结果

)*+,-(#]E*,6*1;3:/-26,1234Z3;:1*71;E;1B

;:1K3 =/3652 个

组别 优 良 一般 差

高负荷间歇运动组 % !! ! &

对照组 & D ( $

##为了更加客观地比较高负荷间歇运动组和对照

组受试者的指关节活动评定结果$给出两组受试者

指关节活动评定结果构成比$分别如图 ! 和图 $

所示'

图 !#高负荷间歇运动组指关节活动评定结果构成比

H-4;!#01.9.Y>3OY2VO1..Z63>6O-2/ 2VO1.1-41

3267 -/O.9B-OO./O.W.9,-Y.492>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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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对照组指关节活动评定结果构成比

H-4;$#01.9.Y>3OY2V.Z63>6O-2/ 2VO1.-/O.9B-OO./O,2/O923492>U

综合分析图 ! 和图 $ 可以看出$高负荷间歇运

动组指关节活动评定结果的优良率高达 A%;")G$

明显高于对照组优良率 %';D(G$经 #检验$差异具

有非常显著性"!f&;&!#'

%$%#高负荷间歇运动对自发性伸指肌腱断裂患者

握力的影响

表 ( 描述的是实验前后高负荷间歇运动组以及

对照组受试者握力与健侧比比较结果'

表 O#两组受试者握力与健侧比比较结果

)*+,-O#)8-1K3 =/36523426+Z-712K;1818-

73:1/*,*1-/*,7305*/;23:/-26,1218*:=/;5 G

组别 实验前 实验后

高负荷间歇运动组 %";D! {!!;&%

)(;"% {(;"%

!!

zz

对照组 %(;)' {A;$% %(;') {';$(

#注&

!

代表和实验前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f&;&)%

!!

代表和实

验前相比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f&;&!%z代表和对照组相比

具有显著性差异$!f&;&)%zz代表和对照组相比具有非常显

著性差异$!f&;&!'

##分析表 ( 可以看出$对照组握力与健侧比之间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实验后高负荷间

歇运动组握力与健侧比明显高于实验前和对照组$

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f&;&!#'

%$&#高负荷间歇运动对自发性伸指肌腱断裂患者

^-+2-:手功能的影响

表 " 描述的是高负荷间歇运动组和对照组受试

者实验 ) 周和 !& 周后$J]H0评分比较结果'

表 P#两组受试者 ^YT)评分比较结果

)*+,-P#F305*/;23:3418-̂ YT)273/-23418-1K3 =/3652

J]H0项目 组别 ) 周时bY !& 周时bY

J]H0!

高负荷间歇运动组 %%;$( {$;%"

%!;(( {!;')

mzz

对照组
%';'" {);$$

z

%';AD {%;D$

J]H0$

高负荷间歇运动组 ';$D {!;$!

(;$A {&;D"

mz

对照组 A;A$ {$;)' A;!( {!;&A

J]H0%

高负荷间歇运动组 ';)% {&;AD

(;%) {&;%(

mzz

对照组
!!;D% {$;&(

z

!!;(! {!;&)

J]H0D

高负荷间歇运动组 ';(" {!;&'

";$A {&;D)

mz

对照组 A;'" {!;%) A;&) {&;)(

J]H0)

高负荷间歇运动组 D;(% {&;AA D;D' {&;D!

对照组 D;( {&;'' D;"% {&;%A

J]H0(

高负荷间歇运动组 );$( {&;%!

D;)( {&;'"

mz

对照组 );%' {&;') );%D {&;"!

J]H0"

高负荷间歇运动组 (;"" {!;!A

D;(( {&;A(

mz

对照组 (;)! {!;)$ (;'( {&;A$

#注&m代表和 ) 周评定结果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f&;&)%mm代

表和 ) 周评定结果相比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f&;&!%z代表

和对照组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f&;&)%zz代表和对照组相

比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f&;&!'

##分析表 " 可以看出$) 周时高负荷间歇运动组

除J]H0! 和 J]H0% 和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外

"!f&;&)#$其他 J]H0评分和对照组相比无统计

学意义"!h&;&)#%!& 周时高负荷间歇运动组 J]*

H0!*J]H0%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非常显著

性"!f&;&!#$J]H0$*J]H0D*J]H0(*J]H0" 明显

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性"!f&;&)#$J]H0(

和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h&;&)#%!& 周时

对照组各 J]H0评分无显著性差异"!h&;&)#%!&

周时高负荷间歇运动组 J]H0!*J]H0$*J]H0%*J]*

H0D*J]H0(*J]H0" 明显低于 ) 周时$差异具有显

著性"!f&;&)#$J]H0) 和 ) 周时相比无统计学意

义"!h&;&)#'

%$'#高负荷间歇运动对自发性伸指肌腱断裂患者

9AT!" 含量及其0RXC表达的影响

表 ' 描述的是高负荷间歇运动组和对照组受试

者实验前*$ 周*D 周*( 周*' 周*!& 周末时 F̂H*! 含

量及其Bk<=表达比较结果'

表 _#两组受试者各时间点9AT!" 及其0RXC表达变化情况

)*+,-_#)8-78*:=-349AT!" *:<0RXC-D5/-22;3:;:1K3 =/36523426+Z-712*1<;44-/-:11;0-53;:12

指标 组别 实验前b"r# $ 周b"r# D 周b"r# ( 周b"r# ' 周b"r# !& 周b"r#

F̂H*!b

"/4+B4

C!

#

高负荷间歇运动组 %(A;"( {((;"D %"$;%( {)';(! %"";") {)(;$) %"";(' {();" %'!;$$ {D(;(" %');() {D(;A'

对照组 %(';$" {(!;%A %"!;)' {)';%" %"%;$) {)A;'$ %"$;)) {(D;") %"&;%" {)D;A$ %"!;%( {($;"D

!值 D;%' &;)$ &;&D! &;&$( &;&&) &;&&%

F̂H*!Bk<=b

!&

C$

高负荷间歇运动组 D;"% {!;!$ );&$ {$;(" );$( {!;') );D' {$;!" );"$ {$;A% (;&) {%;$(

对照组 D;"! {!;)( D;'$ {$;&" D;") {!;(' D;"$ {!;A% D;"% {!;(( D;"" {!;))

!值 %;)( &;(% &;&%" &;&$A &;&!' &;&&"

("! 科#学#技#术#与#工#程 !" 卷



##分析表 ' 可以看出$高负荷间歇运动组实验前

和实验 $ 周后 F̂H*! 含量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意

义"!h&;&)#$高负荷间歇运动组实验 D 周*( 周后

F̂H*! 含量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显著性 "!f

&;&)#$高负荷间歇运动组实验 ' 周*!& 周后 F̂H*!

含量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 "!f

&;&!#%高负荷间歇运动组实验前和实验 $ 周后

F̂H*!Bk<=表达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h

&;&)#$高负荷间歇运动组实验 D 周*( 周和 ' 周后

F̂H*!Bk<=表达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显著性

"!f&;&)#$高负荷间歇运动组实验 !& 周后 F̂H*

!Bk<=表达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

"!f&;&!#'

&#结果

本研究发现$进行 !& 周高负荷间歇运动后$自

发性伸指肌腱断裂患者指关节活动评定结果明显优

于未进行高负荷间歇运动的患者$且握力明显增加$

J]H0评分也显著升高' 说明高负荷间歇运动能够

提高自发性伸指肌腱断裂患者肌力与手部的整体功

能$能够提高自发性伸指肌腱断裂患者的修复性能'

F̂H*! 属于多肽生长因子$在各种组织中均具

起到了很关键的调节作用$且直接参与伸指肌腱细

胞外基质的形成' 本研究发现$进行 !& 周高负荷间

歇运动后$自发性伸指肌腱断裂患者血清 F̂H*! 含

量及其Bk<=表达明显增加$说明高负荷间歇运动

有助于肌腱细胞外基质的生长$间接提高自发性伸

指肌腱断裂患者的修复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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