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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疗学》

内容概要

《高等医学院康复治疗学专业教材:理疗学(第2版)》主要内容包括：理疗的基本知识、理疗的分类与
特点、理疗的治疗作用、理疗的作用机制、直流电及低频电疗法、中频电疗法、高频电疗法、光疗法
、超声波疗法、磁场疗法、传导热疗法与冷疗法、水疗法、生物反馈疗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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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对热作用的影响因素 超声波的热作用与超声波的频率和剂量相关，频率越高则热
作用越强，剂量越大则热作用越强。超声波的热作用还与介质的物理特性和界面有关。在人体内各种
组织吸收声能不一致，产生的热作用也就差别很大，神经组织吸收声能最多，肌肉次之，脂肪更差。
有报导，超声波在肌肉组织中的热作用比在脂肪组织中的热作用大2倍。超声波在不同组织的界面处
产热较多，如皮下组织与肌肉组织的界面，肌肉组织与骨组织的界面。超声波能更集中作用于肌肉组
织与骨组织的界面，对于治疗运动创伤有实际意义。 2.热作用的生物效应 虽然超声波有很好的热作用
，但是产生的热量多数由血液循环散发，少数通过组织传导散失，因此超声波治疗中一般对人体组织
不会引起温度过高而发生局部烫伤。由于超声波是近乎直线传播的，在机体中产生热作用的部位是以
声头为底面向组织深处延伸的圆柱体。热作用使组织局部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加速，细胞缺血、
缺氧状态得以改善，肌张力下降，疼痛减轻或缓解，结缔组织延展性改善。 （三）超声波的理化作用
1.空化作用超声波在液体介质中传播时产生声压。在正声压区液体受到压力，在负声压区液体受到张
力。当产生的负声压超过液体的内聚力时，液体中出现细小空腔，即空化现象。空腔分为两种，即稳
定的空腔和暂时的空腔。稳定的空腔在声压的作用下来回振动，空腔周围产生局部的单向的液体流动
。这种非常小的液体流动叫做微流，在超声波治疗中起重要作用。微流可以改变细胞膜的通透性，改
变膜两侧的钾、钙等离子的分布，因而加速组织修复过程，改变神经的电活动，缓解疼痛。暂时的空
腔在声压变化时破灭，产生高热、高压、发光、放电等现象，对机体有破坏作用。暂时的空腔出现与
超声波的频率和强度相关，康复医学临床应用的800kHz频率以上的超声波不会出现空腔破灭的破坏作
用。 2.触变作用超声波的机械作用可引起液化反应，使凝胶软化成溶胶状态，有利于治疗与组织缺水
相关的疾病，如肌肉、关节、韧带、肌腱的退行性疾病。 3.弥散作用超声波可以提高生物膜的通透性
，增加弥散作用。弥散作用可以加快病变组织的恢复，与药物合用，使药物更容易渗透而提高药物的
疗效。 4.氢离子浓度变化 在超声波的作用下，组织的酸碱度朝向碱性变化，即pH值升高。pH值升高
有利于炎症反应的酸性环境改善，有利于止痛。 5.解聚作用在超声场中介质的振动和相互摩擦可导致
化学键的断裂，使高分子化合物分解，可调节酶的活性，起到治疗作用。 四、超声波的治疗作用 超
声波作用于人体组织局部产生的机械作用、热作用和其他理化作用，可以使人体局部组织血流加速，
血液循环改善，血管壁蠕动增加，细胞膜通透性加强，离子重新分布，新陈代谢旺盛，组织中氢离子
浓度减低，pH值增加，酶活性增强，组织再生修复能力加强，肌肉放松，肌张力下降，疼痛减轻或缓
解。超声波作用于局部组织产生的变化还可以通过神经体液途径影响身体某一节段或全身，在更广范
围起到治疗作用。超声波的治疗作用与组织器官对超声波的敏感性，超声波的频率、剂量和应用方法
有关。 1.神经系统神经系统是对超声波非常敏感的系统。大剂量的超声波可引起中枢神经和周围神经
的不可逆的损害。在一定剂量之内，超声波对周围神经的作用是使神经的兴奋性增高，传导速度加快
，减轻神经的炎症反应，促进损伤神经愈合，提高痛阈，减轻疼痛。在一定剂量之内，超声波对中枢
神经的作用如下：作用于大脑可刺激细胞能量代谢，使脑血管扩张，血流加快，加速侧支循环的建立
，加速脑细胞功能的恢复；作用于间脑可使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作用于脊髓可改变感觉、运动神经
的传导。在一定剂量之内超声波作用于自主神经系统，可引起皮温升高，血液循环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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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医学院康复治疗学专业教材:理疗学(第2版)》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更具时代感、新鲜感
，更有利于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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