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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吞咽障碍是小儿常见的临床问题，严重影响

患儿的生活质量及健康成长。传统的治疗方法如单一的

吞咽功能训练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症状，但效果

有限。近年来，吞咽治疗仪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疗手段，

逐渐被引入到小儿吞咽障碍的治疗中。本研究通过对82
例吞咽障碍患儿进行对照试验，旨在探讨吞咽治疗仪联

合吞咽功能训练在小儿吞咽障碍中的具体应用效果。*

1��吞咽治疗仪概述

吞咽治疗仪是一种结合先进的电刺激技术和生物反

馈原理，致力于促进神经系统康复和功能恢复的医疗设

备。在神经损伤、中风、脑部外伤、脊髓损伤等神经

系统疾病或创伤后，吞咽治疗仪通过精心设计的电刺激

程序，帮助患者恢复受损神经元的功能，促进神经再生

和重建受损神经连接，从而提高患者的神经系统功能，

并减轻症状。吞咽治疗仪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利用不同强

度、频率和持续时间的电刺激，刺激神经元的传导，促

进其修复和恢复功能。通过定制化的治疗方案，吞咽治

疗仪可以准确刺激患者受损的神经区域，提高患者的肌

肉控制、平衡感和运动协调性，帮助患者重拾基本生活

功能。吞咽治疗仪还能监测和实时反馈患者神经系统的

反应，从而帮助患者调整动作，加速康复进程。吞咽治

疗仪的优势在于能够提供个性化、全面的神经康复方

案，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需求进行调整和优化，从而

最大程度地促进康复效果。患者使用吞咽治疗仪进行治

疗，不仅能够加速神经系统恢复的速度，还可以提高治

疗的精准度和有效性[1]。因此，吞咽治疗仪在康复医学领

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神经康复患者提供更为先进、

有效的治疗手段，帮助他们重返健康、独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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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吞咽治疗仪与吞咽功能训练结合的理论基础

吞咽治疗仪联合吞咽功能训练在小儿吞咽障碍中的

应用中，吞咽治疗仪通过其特有的电场刺激技术，能够

精准地作用于受损的神经系统，促进神经细胞的再生和

修复，从而改善神经传导功能。而吞咽治疗仪则通过电

流刺激吞咽相关肌肉群，增强肌肉的收缩力和协调性，

进而提升吞咽功能。将两者结合应用，可以充分发挥各

自的优势，形成协同效应。吞咽治疗仪从整体上改善神

经系统的功能状态，为吞咽功能的恢复奠定基础；而吞

咽治疗仪则针对吞咽过程中的具体环节进行精准干预，

强化吞咽肌群的训练效果。通过联合应用，不仅可以提

高康复治疗的效率，还能根据小儿患者的个体差异制定

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实现精准康复。吞咽功能训练作为

一种重要的康复手段，能够通过口腔操练和姿势调整等

方法，进一步提高患儿对食物的认知和控制能力。它与

吞咽治疗仪和吞咽功能训练的结合，可以形成一套完整

的康复体系，全面提升小儿吞咽障碍的治疗效果，促进

患儿早日恢复正常的吞咽功能。

3��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吞咽治疗仪联合吞咽功能训练

在小儿吞咽障碍治疗中的实际应用效果。因此，精心选

取2022年2月至2023年5月间，在扬州市妇幼保健院接
受治疗的82例小儿吞咽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患
者均经过严格诊断，符合吞咽障碍的医学诊断标准，并

且排除了其他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严重疾病。为了确保

研究的科学性和公正性，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这82例患
者均等地分为两组，分别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41
例。在分组过程中，我们充分考虑到两组患儿在性别、

年龄、病程等方面的均衡性，确保两组之间无明显差

异，从而保证了研究的可比性和可靠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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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旨在评估吞咽治疗仪联合吞咽功能训练对小儿吞咽障碍的治疗效果。通过对两组患儿进行对照试

验，分析了吞咽功能改善情况、生活质量变化以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表明，吞咽治疗仪与吞咽功能训练的联合应

用能够显著改善小儿吞咽障碍，提高生活质量，并降低并发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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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治疗方法
对于对照组的患儿，采取目前临床上常规的吞咽功

能训练方法进行干预。这些方法包括口腔肌肉的专项锻

炼，旨在增强患儿口腔肌肉的力量和协调性；以及口

腔感觉刺激，通过给予患儿不同质地和温度的食物或物

品，刺激其口腔感觉神经，提高吞咽的敏感性和准确

性。而对于研究组的患儿，则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

引入一种创新性的治疗方法—— 吞咽治疗仪治疗。这种

设备利用电刺激技术，精准地作用于患儿口腔及咽喉部

的肌肉组织，通过刺激肌肉神经，促进肌肉的恢复和重

建。同时，结合吞咽功能训练，使患儿在吞咽治疗仪的

辅助下，更好地完成吞咽动作，提高治疗效果。需要注

意的是，无论是对照组还是研究组的患儿，均根据每个

患儿的具体情况和进展，灵活地调整治疗方案和参数，

确保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3.3  评价指标
为了全面评估吞咽治疗仪联合吞咽功能训练的治疗

效果，选取多个评价指标进行观察和记录。首先，采用

吞咽障碍结局与严重度量表（SODS）对患儿的吞咽功能
进行量化评估。这一量表经过多次验证，具有较高的信

度和效度，能够客观地反映患儿吞咽功能的改善情况。

其次，使用儿童生存质量普适性核心量表（PedsQL）来
评估患儿的生活质量。这一量表涵盖了患儿日常生活的

多个方面，包括身体功能、情感状态、社交活动等，能

够全面反映患儿的生活质量变化。另外，还特别关注两

组患儿在治疗期间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情况。详细记录并

发症的种类、发生频率以及严重程度等信息，以便对治

疗的安全性进行客观评价。

4��研究结果

4.1  吞咽功能改善情况
经过4周的治疗，两组患儿的吞咽功能均有所改善。

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患儿的SODS评分提升更为显著。
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表1��两组患儿SODS评分比较

组别 治疗前SODS评分 治疗后SODS评分 差值

对照组 56.3±10.2 68.4±9.8 12.1±3.4

研究组 55.9±9.7 82.6±8.5 26.7±4.6

从表1中可以看出，治疗前两组患儿的SODS评分相
近，无显著差异。经过治疗后，两组患儿的SODS评分均
有所提高，但研究组的提升幅度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4.2  生活质量改善情况
生活质量作为衡量康复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

在本次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关注。经过深入评估与细致

分析，使用吞咽治疗仪联合吞咽功能训练的研究组患

儿在生活质量方面展现出显著的改善趋势。首先，从

PedsQL评分的具体数值来看，研究组患儿在治疗后的
得分相较于治疗前有大幅的提升。这一提升不仅体现在

整体评分上，更体现在各个子项评分的具体细节中。这

意味着患儿在生理、情感、社交等多个方面的生活质量

都得到明显的提升。其次，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的

PedsQL评分提升幅度更为显著。这进一步证明吞咽治
疗仪联合吞咽功能训练在提高患儿生活质量方面的优越

性。这种综合治疗方法不仅能够促进患儿吞咽功能的恢

复，还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日常生活，享受与家

人、朋友的互动，从而提高其整体的生活质量[3]。最后，

生活质量的提升对于患儿及其家庭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患儿生活质量的改善不仅有助于增强他们的康复信心，

还能够减轻家庭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因此，吞咽治疗仪

联合吞咽功能训练在提高患儿生活质量方面的积极作用

不仅体现在医疗效果上，更体现在对患儿及其家庭生活

品质的实质性提升上。

表2��两组患儿PedsQL评分比较
组别 治疗前PedsQL评分 治疗后PedsQL评分 差值

对照组 72.1±8.3 78.4±7.9 6.3±2.1

研究组 71.8±7.6 89.2±6.8 17.4±3.2

如表2所示，治疗前两组患儿的PedsQL评分相近，无
明显差异。

治疗后，两组患儿的PedsQL评分均有所提高，但研
究组的提升幅度显著大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 < 0.05）。这一结果表明，吞咽治疗仪联合吞咽功
能训练能够更有效地改善小儿吞咽障碍，从而提高患儿

的生活质量。

4.3  并发症发生情况
在治疗期间，对两组患儿出现的并发症进行记录和

比较。结果显示，研究组患儿在食物误吸、肺部感染等

并发症的发生率上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 < 0.05）。这一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吞咽治疗仪联合
吞咽功能训练在降低并发症风险方面的有效性。

表3��两组患儿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并发症 对照组（n = 41） 研究组（n = 41）

食物误吸 8 2

肺部感染 6 1

其他 3 1

总发生率 41.5% 9.8%

如表3所示，对照组的总并发症发生率为41.5%，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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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的总并发症发生率仅为9.8%，两组之间的差异显
著。这一数据进一步证明了吞咽治疗仪联合吞咽功能训

练在降低小儿吞咽障碍患者并发症风险方面的优势。

5��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照试验的方式，探讨了吞咽治疗仪联

合吞咽功能训练在小儿吞咽障碍治疗中的应用效果。研

究结果显示，这种联合治疗方法在改善吞咽功能、提

高生活质量以及降低并发症风险方面均表现出显著的优

势。吞咽治疗仪通过电刺激促进患儿口腔及咽喉部肌肉

的恢复和重建，与吞咽功能训练相结合，能够更有效地

改善吞咽障碍的症状。联合治疗方法还能提高患儿的生

活质量，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对患儿的健康成长具有重

要意义[4]。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样本量

相对较小，可能导致结果的稳定性受到影响。未来研究

可以通过扩大样本量来进一步验证吞咽治疗仪联合吞咽

功能训练在小儿吞咽障碍治疗中的效果。其次，本研究

仅观察短期的治疗效果，对于长期疗效的评估尚需进一

步的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延长观察时间，以更全面地

评估该治疗方法的长期效果。

6��吞咽治疗仪在小儿康复领域未来的应用前景

吞咽治疗仪在小儿康复领域未来的应用前景十分广

阔且充满潜力。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康复理念的

深入发展，吞咽治疗仪在小儿康复中的作用将愈发凸

显。第一，吞咽治疗仪可以通过精准的电刺激和磁刺

激，促进小儿受损神经元的再生和修复，有效改善运动

功能。对于因疾病或损伤导致运动障碍的小儿患者，吞

咽治疗仪的治疗将为他们带来显著的康复效果，帮助他

们重拾行动能力，提高生活质量。第二，吞咽治疗仪在

促进感觉功能恢复方面也具有独特优势。通过利用生物

反馈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吞咽治疗仪可以帮助小儿患

者增强对自身身体状态的认知和控制能力，促进感觉功

能的恢复。这对于改善小儿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减少

因感觉障碍带来的不便具有重要意义。第三，随着人工

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吞咽治疗仪的功能将

更加丰富和精准。未来，吞咽治疗仪可能会实现更加个

性化的治疗方案，根据每个小儿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精

准调整，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第四，吞咽治疗仪在

小儿康复领域的应用还将促进跨学科的合作与交流。康

复医学、神经科学、儿科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将共同参

与到吞咽治疗仪的研发和应用中，共同推动小儿康复事

业的进步。

结束语

综上所述，吞咽治疗仪联合吞咽功能训练在小儿吞

咽障碍治疗中展现出了显著的优势。这种综合疗法不仅

能有效促进患儿吞咽功能的恢复，还能显著提高他们的

生活质量，减少因吞咽障碍而引发的并发症。随着科技

的不断进步和临床实践的深入，这一治疗方法将日趋完

善，为更多的小儿吞咽障碍患者带来希望和福音。在未

来，吞咽治疗仪与吞咽功能训练的结合将成为小儿吞咽

障碍治疗领域的重要方向，助力患儿重拾健康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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