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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试题
 

1.康复评定的目的有:掌握障碍情况、设定康复目标、制定治疗方

案、评价治疗效果、判断预后。 

2。康复评定的内容包括：  ( ＡＢＣＤ ) 
Ａ.躯体功能    B．言语功能    C.精神状态    Ｄ．社会功能 

3．测量肩关节内、外旋时,量角器的轴心位于      。   鹰嘴     

4。测定肘关节的屈、伸时，通用量角器放置位置是:( Ａ ) 
Ａ．轴心:肱骨外上髁;固定臂：肱骨纵轴；移动臂：桡骨纵轴 

B．轴心:肱骨外上髁；固定臂：桡骨纵轴；移动臂：肱骨纵轴     
C。轴心:鹰嘴;固定臂：前臂纵轴;移动臂:桡骨纵轴     
D。轴心:鹰嘴；固定臂：肱骨纵轴；移动臂:桡骨纵轴 

5。测定髋关节的内收、外展时,关于通用量角器放置位置，下列哪

项正确：（ Ａ ） 

A。轴心：髂前上棘；固定臂：左右髂前上棘连线的垂直线；移动

臂:髂前上棘至髌骨中心的连线  
B。轴心:髂前上棘;固定臂：髂前上棘至髌骨中心的连线；移动

臂：左右髂前上棘连线 

C．轴心:股骨大转子；固定臂：股骨纵轴；移动臂：左右髂前上棘

连线 

D。轴心：股骨大转子；固定臂：左右髂前上棘连线；移动臂：股

骨纵轴 

6。 ３级肌力描述正确的是:( D ） 

A。无可测知的肌肉收缩    B．有轻微收缩,但不能引起关节活动    
Ｃ． 在减重状态下能作关节全范围运动 

D。能抗重力做关节全范围活动,但不能抗阻力    
7. 有关肌张力描述正确的是：（ACD) 
A。是肌肉组织在静息状态下的收缩 

B．是肌肉主动运动时,所显示的肌肉紧张度 

C。 肌张力评定主要是手法检查 

D。是一种不随意、持续的、微小的收缩 

８． 在握力测试中，握力指数高于(    )为正常。（ D ) 
Ａ．２0    Ｂ。３０    C．40    D。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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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关 ROM 描述不正确的是：（ B ） 

A．指关节运动时所达到的最大弧度 

B。ROM 评定是测量近端骨所移动的度数   
Ｃ．常用的测量工具是通用量角器 

Ｄ．称关节活动范围或关节活动度 

作业: 
简述测量关节活动范围的注意事项。 

第三周试题 

1．Berg 量表低于(  ）分表明有摔倒的危险。  ( C ） 

Ａ．１0    B．3０    C．4０    D．20     
２． 关于步行周期的描述，下列正确的是:  （ ABC ） 

A．每个周期的起始与终止均是以某侧足跟的着地时为标志     
B．每个周期可分为站立相和摆动相    
Ｃ。站立相是指同侧足跟着地到足尖离地的时间     
D．站立相与摆动相大约各占周期的 50％      
3.关于协调描述正确的是:（AＢCD) 
Ａ.人体产生的平滑、准确、有控制的运动能力    

B．包括按照一定的方向和节奏    
C.参与控制的部位主要有小脑、基底节、脊髓后索 

D.适当的力量和速度   

4．下列属于协调评定检查的是:  （ ABC ) 
Ａ.指鼻试验  B.指对指试验  C。轮替试验  D.Roｍｂerg 检查 

5。 小脑病变的步态是  （ A ) 
A. 蹒跚步态   B. 摇摆步态   C． 剪刀步态   D. 慌张

步态    

6。 Bａrthｅl 指数评定的范围包括以下哪项：  （AＢC） 

A． 更衣    B. 入厕   C。 行走    D。 交流   
7。患者可用拐杖走路，但需一人监护，用ＦIM 量表评定,得分

为：（C） 

A. ７      Ｂ． 6      C. 5      D. ４ 

８. 日常生活活动是指： （ C ） 

A。人们反复进行的一些基本动作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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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人们必须反复进行的,最基本的劳动技能      
C.人们为了维持生存以及适应生存环境而必须每天反复进行的、最

基本的、最具有共同性的活动 

D．人们为达到独立的生活而进行的特殊训练     

作业： 

简述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的目的. 
没能学到的不用复习。 

第一章  总  论 

一、名词解释:
 

1.康复功能评定:是用客观的、量化的方法有效和准确地评定残疾

者功能障碍的种类、性质、部位、范围、严重程度和预后.包括躯

体功能、精神状态、言语功能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的评定。
 

2。初期评定:是首次对患者进行的评定。目的是发现和确定患者的

功能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判断障碍程度、康复潜力和预后,为制定

康复治疗计划提供可靠的依据。
 

3．中期评定：是指患者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进行的再次评定.评定

的目的是对前一阶段的康复治疗进行总结，判断障碍是否改善、改

善的程度以及治疗方案有无必要调整.一般在患者住院中期予以评

定,也可以根据患者康复进展情况的需要组织多次评定。
 

4。末期评定：是在患者出院前结束治疗时进行。目的在于判定康

复治疗效果如何、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对遗留问题提出进一步解决

的方法和建议。
 

二、填空:
 

1。康复评定的工作流程包括      、         、    

三阶段.
 

收集资料、分析资料、解释评定结果
 

２ 。 根 据 不 同 的 时 间 ， 将 康 复 评 定 分

为      、       、       、      。
 

初期评定、中期评定、末期评定、随访。
 

3 ． 康 复 医 学 临 床 决 策 模 式 的 相 关 步

骤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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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康复评定、设定康复目标、制定治疗计划、实施治疗计划、评

估康复疗效
 

三、问答题
 

1．请比较康复功能评定与临床诊断的差异
 

答：       临床诊断与康复功能评定的区别
 

 
临床诊断

 
康复功能评定

 

目的
 
查找病因，明确诊断 明确功能障碍部位、程度 

范围
 
反映机体生理、生化

功能 

反映机体功能的水平及能

力 

方
 

法
 

              体格检查、专项检查
 

实验室生化检查
 

综合运动功能评估
 

影像学检查
 

残疾评估
 

组织学和形态学检

查
 

日常活动能力评定
 

基因检查
 

生活质量评定
 

电生理检查
 

电生理、生物力学检查
 

精神检查
 

就业能力、环境评定、

高级脑功能评定
 

2．试述康复功能评定的工作流程。
 

答:康复功能评定分为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和解释评定结果三个阶

段:
 

   （1）收集资料包括了解病史、检查与测量；
 

   （２）分析资料包括确定问题、确定残存功能或能力;
 

   （3）解释评定结果包括分析障碍产生的原因、形成障碍学诊断

及设定康复目标和探讨解决措施。
 

3．康复功能评定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答：①既要全面,又要有针对性；②选择适当的评定方法;③评定前

要向患者及其家属说明目的和方法，消除他们的不安,取得积极的

配合；④评定时间要尽量短，不引起患者的疲劳;⑤评定常由一个

人自始至终的进行,以确保准确；⑥评定一般要做三次，然后求出

平均值；⑦健侧与患侧要进行对照；⑧评定过程中患者出现明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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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应及时中止，并查找原因.
 

4。简述康复功能评定的目的。
 

答:康复功能评定的目的有:①发现和确定障碍的层面、种类及程度
和拟定治疗目标;②确定康复治疗项目；③指导制定康复治疗计
划；④判定康复疗效；⑤判断预后；⑥预防障碍的发生和发展；⑦
评估投资-效益比;⑧为残疾等级的划分提出标准。

 

四、选择题
 

(一）单项选择题：
 

１。关于首次康复功能评定目的的叙述，下列哪项不妥：（ E )
 

A.寻找导致功能障碍的病因    B。判定功能障碍的性质,严重

程度   
 

C．判断病损部位    D．制订康复目标    E．判定康复治疗效

果
 

２．康复功能评定的内容有：（ E ）
 

A。评分量表、问卷调查功能表  B。运动系统、神经系统功能

评定  
 

C。精神心理功能评定        D.听、言语功能评定         
 

E.器官水平或系统水平、个体水平和社会水平功能评定
 

３。下列是康复功能评定的意义，除外哪一项：( C )
 

A.评定功能障碍的性质、部位、范围、程度、发展趋势  B。评

定康复疗效
 

C.相当于疾病诊断，确定疾病性质与类型  D．确定康复治疗目

标
 

E．制订康复计划的依据
 

４.康复评定的目的是:  （E)
 

  A．客观地找到病因             Ｂ。为客观地判定疗效
 

 C．为残损功能障碍定性          Ｄ.评定功能障碍程度 
 

E．了解功能障碍的性质、部位、范围、程度、趋势、预后和结

局及评定疗效和治疗计划的依据
 

（二）多项选择题：
 

1． 康复功能评定的目的：（ ABCＤＥ）
 

Ａ．了解残疾所致功能障碍的性质、部位、范围、严重程度、发

展趋势、预后和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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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为制定康复治疗计划提供依据              C．动态

观察残疾的发展
 

D。评定康复治疗效果        E.开发新的更有效的康复治疗

手段
 

2。康复功能评定方法应具有:(ABＣD）
 

A．可行性    B。有效性    C．灵敏度    D。统一性    

Ｅ．哲理性
 

３．康复评定包括：  ( ABDE ）
 

Ａ.躯体功能    Ｂ。言语功能    Ｃ．感觉功能    D。心

理精神功能
 

E．社会适应性
 

第二章 关节活动范围评定 

一、名词解释:
 

1。RＯM:即关节活动范围,是指单个关节运动时的弧度,测量时要

求被测者在特定的体位下，关节的最大活动范围。包括主动关节

活动范围(ＡROＭ）和被动关节活动范围(ＰROＭ）。
 

２.主动关节活动度(AROM):即主动关节活动范围，指被检者做肌

肉随意收缩时带动相应关节的活动范围.正常情况下，主动关节活

动范围略小于被动关节活动范围。
 

3。被动关节活动度（PRＯＭ）：指被检者肌肉完全松弛的情况下,

由外力作用于关节而发生运动的范围。
 

二、填空:
 

１。测量肩关节内、外旋时，受检者的体位            ，量

角器的放置方法：轴心            ,固定臂          ，

移动臂          。
 

   仰卧、肩外展９０°、肘屈 9０°   鹰嘴   与地面垂直   

与前臂纵轴平行。
 

2。确定关节活动的起点即        点         位.
 

   0  解剖
 

３。 测量前臂旋前旋后时,受检者的体位            ，量

角器的放置方法：轴心            ，固定臂          ,移

动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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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位  中指尖  与地面垂直  与包括伸展的拇指的手掌面

一致
 

三、问答题:
 

1.简述关节活动范围异常的常见原因。
 

答：关节活动范围异常的常见原因有:
 

（1）关节、软组织、骨骼病损所致的疼痛与肌肉痉挛；
 

(２）制动、长期保护性痉挛;
 

(3）肌力不平衡及慢性不良姿势等所致的软组织缩短与挛缩；
 

(４）关节周围软组织疤痕与粘连;
 

（5）关节内损伤与积液、关节周围水肿、关节内游离体；
 

（６）关节结构异常;
 

（7）各种病损所致的肌肉瘫痪或无力。
 

2。简述关节活动度测定的主要目的。
 

答：关节活动度测定的主要目的是：
 

（1）发现关节活动范围障碍的程度;
 

（2）分析障碍发生的可能原因;
 

（3）为康复医疗选择方法提供参考；
 

（４)作为康复疗效的评定指标依据。
 

3。决定关节活动范围的因素有哪些?
 

答:决定关节活动范围的因素有：①关节的解剖结构情况;②产生关

节运动的原动肌的肌力；③与原动肌相对抗的拮抗肌的伸展性。
 

4．试述测量关节活动范围的注意事项。
 

答:①受检关节须充分暴露；②正确的测试姿势;③固定好量角器；

④先测量关节的主动活动范围,后测关节的被动活动范围；⑤首次

和再次测量的时间、地点、测量者以及所用测量工具应保持一致；

⑥与健侧对比，避免在按摩、运动及其他康复治疗后立即检查关节

活动范围。
 

四、选择题：
 

（一）单项选择题：
 

１.用量角器测量关节活动范围时，量角器移动臂的正确放置方法

是:（ A )
 

  A 与构成关节的远端骨长轴平行   B 与构成关节的近端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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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平行
 

  Ｃ 与构成关节的远端骨长轴垂直   D 与构成关节的近端骨长

轴垂直
 

  Ｅ 以上都不对
 

2.限制关节活动的因素有韧带、关节囊以及( D ）
 

  A 关节腔   B 二骨的关节面面积的比例   C 关节软骨  D 

肌肉  Ｅ 滑膜
 

3．用量角器测量关节活动范围时，量角器固定臂的正确放置方法

是：( Ｂ )    ′
 

Ａ。与构成关节的远端骨长轴平行   B．与构成关节的近端骨长

轴平行
 

Ｃ．与构成关节的远端骨长轴垂直   D．与构成关节的近端骨

长轴垂直
 

  E。以上都不对
 

４.主动关节活动度小于被动关节活动度提示  （ B ）
 

A．肌肉协调性障碍   Ｂ、肌力下降   C、肌肉耐力下降
 

  Ｄ、结缔组织异常    E、关节异常
 

5。测定ＲＯM的目的是： （ A )
 

  Ａ.确定妨碍功能或可产生畸形的受限程度，确定增加功能活动

能力或减轻畸形所需增加的范围
 

B．测定运动功能障碍    C．主动ＲOM 比被动的ＲOＭ稍大    
 

Ｄ．关节运动时所经过的运动弧    E.被动 ROM 比主动的 R

ＯＭ稍大
 

６.测定肘关节的屈、伸时,关于通用量角器放置位置，下列哪项正

确:（ B )
 

Ａ。轴心：鹰嘴；固定臂：前臂纵轴；移动臂:桡骨纵轴    
 

B．轴心:肱骨外上髁;固定臂：肱骨纵轴;移动臂:桡骨纵轴
 

C．轴心：肱骨外上髁;固定臂：桡骨纵轴;移动臂:肱骨纵轴    
 

Ｄ．轴心：鹰嘴;固定臂：肱骨纵轴；移动臂：桡骨纵轴
 

Ｅ．轴心:肱骨外上髁；固定臂:腋中线；移动臂：桡骨纵轴
 

7．下列哪项因素不影响关节活动度测定：（ E ）
 

A。不良体位   B．测量工具放置不当和选择的参考点不准 
 



康复评定试题 3 

9 / 25 

C．患者缺乏理解与合作   Ｄ.疼痛    E.男女老少不受影

响
 

8.下列不是关节活动度检查的注意事项是：（ E ）
 

A．防止邻近关节的替代动作 B．需测关节的主动活动范围和被

动活动范围 
 

Ｃ。与健侧对比  D．允许有 3°~5° 的误差  E.按摩、运动后

立即进行
 

9．测定髋关节的内收、外展时，关于通用量角器放置位置，下列

哪项正确:（ A ）
 

Ａ．轴心:髂前上棘；固定臂：左右髂前上棘连线的垂直线;移动

臂：股骨纵轴
 

B．轴心：髂前上棘；固定臂：股骨纵轴；移动臂：左右髂前上

棘连线
 

C.轴心：髂后上棘;固定臂:股骨纵轴;移动臂：左右髂前上棘连

线    
 

D．轴心：股骨大转子；固定臂：股骨纵轴；移动臂：左右髂前

上棘连线
 

E.轴心：股骨大转子；固定臂：左右髂前上棘连线；移动臂：股

骨纵轴
 

１0。ROＭ测量用具包括：（ E )
 

A.通用量角器    B.方盘量角器    C．小型半圆规量角器  
 

D．直尺和两脚分规     E.以上都是
 

11．进行关节活动度测量时，关节的运动均是：( A ）
 

A.由０°开始向 180°方向增加   Ｂ。由 45°开始向１8０°

方向增加 
 

Ｃ.由９0°开始向 180°方向增加  Ｄ。由１80°开始向 0°方

向减少   
 

E．由 90°开始向 0°方向减少
 

１２。关节活动度检查时如查出主动运动关节活动度与被动运动不

一致时,应：（ E ） 
 

A．分别测量关节主动活动度和被动活动度,常以被动运动幅度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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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分别测量关节主动活动度和被动活动度，常以主动运动幅度

为准
 

C．只需测量关节主动活动度   D.只需测量关节被动活动度   

E.以上都不正确  
 

１３．肩关节屈和伸活动范围测定时，量角器固定臂放置方法为:

（ B )
 

A.与身体中线平行        B.与腋中线平行        C.与

地面垂直
 

D．与肱骨纵轴平行        Ｅ．与前臂纵轴平行
 

１4。髋关节屈伸活动范围测量中，测角计轴心放置位置为:

（ Ｃ ）
 

Ａ。髂前上棘    Ｂ．髌骨下端    C．股骨大转子    D．股

骨外踝    E．耻骨联合
 

15．ROM 测量仅允许约（    ）误差。（ Ｃ ）
 

A．1°～2°    B．2°～3°    C.3°～5°    D。6°～

１0°    Ｅ.0～１°
 

1６．下列哪项不能做 RＯＭ：  （ B )
 

A.骨关节伤病及手术后患者    B．关节急性炎症期    C．神

经系统疾患
 

D．肌肉伤病及手术后患者    Ｅ．以上都不能
 

(二)多项选择题:
 

1．ＲOM 测量中的影响因素:( ABＣＤE ）
 

A.测量工具放置不当    B．参考点未找准确    C．软组织够

多
 

D．手术伤口        E。限制性支具
 

２．影响关节活动度测定的因素有： （ ABCD ）
 

  A。不良体位    Ｂ。测量工具放置不当和选择的参考点不准    

Ｃ。患者缺乏理解与合作
 

Ｄ.疼痛    E。男女老少不受影响
 

３．关节活动度检查的注意事项有:  ( ABCD ）
 

  Ａ.防止邻近关节的替代动作    B。需测关节的主动活动范围

和被动活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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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与健侧对比    D。允许有３°～5°的误差    E。按摩、

运动后立即进行
 

第三章  肌力的评定 

一、名词解释：
 

1。肌力：是指肌肉或肌群收缩时所产生的最大力量,分为静态肌力

与动态肌力，广义的肌力还包括肌肉爆发力和肌肉耐力.
 

2。MMT:即徒手肌力评定,是评定者借助于受试者自身节段的重力或

徒手施加外在阻力的前提下，评定受试者所测肌肉（或肌群)产生

最大自主收缩能力的一种肌力评定方法.
 

3．肌肉的初长度：是指肌肉收缩前的长度，肌肉初长度对肌肉收

缩张力有影响,肌肉收缩前给予一定的前负荷，当前负荷逐渐增加

时，肌肉初长度增加，收缩所产生的主动张力也相应增大，肌肉的

收缩效果增强。但在超过某一限度时，再增加前负荷反而使主动张

力越来越小以至于为零,肌肉的收缩效果也就下降。
 

二、填空：
 

1. 肌 力 强 弱 常 分 为        级 ， 3 级 肌 力 可 做     

运动.
 

６，主动
 

２ .MMT 检 查 只 能 表 明 肌 力 的 大 小 ， 不 能 表 明 肌 肉      

和不能排除         误差。
 

肌肉收缩的耐力  评定者主观评价的
 

3．ＭMT 检查不仅可以检查       肌功能，而且可以检查      

功能。
 

   单个  肌群
 

4．仰卧位检查月国绳肌肌力时要防止           的替代

作用，检查股四头肌肌力时要
 

防止            的协调作用。
 

   骼腰肌  阔筋膜张肌
 

三、问答题
 

1. 简述徒手肌力评定的特点、分级标准.
 

答：(１）徒手肌力评定的特点有：①使用方便，不需专门的检查
设备,不受场地、时间等的限制。②应用范围广。③若正确掌握评
定方法,可获得较为准确的结果。④该法以受试者自身节段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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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肌力评定的基准，故可表达与个体体格构成相对应的肌力.⑤
仅表明肌力的大小，不能表明肌肉收缩的耐力。⑥定量分级较为粗
略,较难排除评定者主观评价的误差。

 
(2）分级标准有:Lｏｖeｔt 分级法、肌力百分数分级法、

M.R.C分级法。
 

２．简述影响肌力的因素。
 

答：影响肌力的因素有肌肉本身的因素及个体因素两方面。
 

（1)肌肉本身的因素有:肌肉生理横断面、肌肉的募集率、肌

肉初长度、肌纤维类型、肌肉收缩速度、收缩形式；
 

（2）个体因素有：年龄、性别、有无训练、职业、有无疲劳/

疼痛、优势手/腿、心理因素等。
 

３. 简述肌力评定的禁忌证.
 

答：肌力评定的禁忌证有：①严重疼痛或关节极度受限;②严重的

关节积液或滑膜炎；③软组织损伤后刚刚愈合;④骨关节不稳定；

⑤关节急性扭伤或拉伤。
 

４．简述肌力评定的注意事项.
 

答：肌力评定的注意事项有：
 

(1）正确姿势和体位;(２）注意排除假象动作;（３）检查时必

要的触诊;（4）肌力达 4 级以上注意抗阻施加;（5）肌肉痉挛时不

采用。
 

５．简述肌力评定的目的及应用范围.
 

答:(１)评定目的：①判断有无肌力低下情况及其范围和程度；②

发现导致肌力低下的可能原因;③提供制定康复治疗、训练计划的

依据；④检验康复治疗、训练的效果。
 

   （2）应用范围:①肌肉骨骼系统疾患;②神经系统疾患；③其

他系统、器官疾患；④健身水平。
 

四、选择题：
 

(一）单项选择题：
 

1.下列哪个不是影响肌力的因素？（ D )
 

A． 肌肉生理横断面        Ｂ。 肌肉的募集率    

C。 肌肉收缩的形式
 

D． 智力因素              E． 肌肉初长度 
 

2。在减重状态下能做全范围的关节活动，抗重力做关节全运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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