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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康复治疗对慢阻肺稳定期患者肺功能的影响研究 

田 瑶，蔡晓玉，魏 卓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成都 

【摘要】目的 探究肺康复治疗应用于慢阻肺稳定期患者对其肺功能恢复影响。方法 2021 年 3 月至 20
22 年 3 月，择取我院呼吸内科收治的 106 例慢阻肺稳定期患者分为管理组（肺康复治疗）和参照组（常规

康复治疗），对比疗效。结果 管理组治疗后肺功能和情绪状态改善程度高于参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结论 慢阻肺稳定期患者肺功能改善问题，可通过应用肺康复治疗妥善解决，建议推广该种

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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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therapy on the recovery of 
pulmonary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stable COPD. Methods: From March 2021 to March 2022, 106 patients with 
stable COPD admitted to the respirator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management 
group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therapy) and reference group (conventional rehabilitation therapy), and the efficacy 
was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improvement degree of pulmonary function and emotional state in the 
managemen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improvement of pulmonary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stable 
COPD can be properly solved by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therapy, and it is recommended to promote this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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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期作为慢阻肺患者病情平稳时期，此时患

者炎症反应得到一定控制，身体各部分机能也有所

恢复，开展肺康复治疗便于患者更好地控制慢阻肺

病情，患者肺功能改善之后，日常呼吸功能同步提

升，肺通气量提升后，可恢复一定的运动能力，参

与生产生活能力提升后，患者自身的情绪状态也可

发生积极变化，身心健康水平综合稳步提升的情况

下，慢阻肺患者就医和住院的频率也会大幅缩减，

故而该疗法在减轻患者医疗负担方面具有较高的实

效性[3,4]。基于此，本文深入研究肺康复治疗对慢阻

肺稳定期患者作用，见下文：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管理组：男 28 人，女 25 人，平均年龄为（59.2

±6.7）岁；参照组：男 29 人，女 24 人，平均年龄

为（59.5±6.3）岁。一般资料差异小（P＞0.05），

本次研究通过临床审核，公示后无异议。 
1.2 方法 
参照组接受常规康复治疗，患者持续在就医，

按照医嘱服用慢阻肺治疗药物，同时接受氧疗，进

行呼吸训练。管理组接受肺康复治疗，药物治疗方

案与参照组完全一致，在此基础上加入肺康复治疗：

1）健康评估：研究人员对患者的肺功能进行评估，

使用肺功能测评仪进行评估，测试患者心脏功能,将
患者所有健康评估内容细致记录，归入患者肺康复

治疗档案当中，后期肺康复治疗以此为依据。2）运

动康复训练：研究人员根据患者健康评估结果，制

定个性化的运动康复训练方案，同时注意结合一些

患者的个人运动爱好，考虑到患者的心肺功能差，

可让患者佩戴心率监测手表，在提示心率过快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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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及时休息，可先慢慢行走减轻活动强度，后放

松休息，运动过程中有不适感及时就医为第一原则
[5]。3）呼吸肌训练：指导患者训练呼吸肌，此时可

从简单的缩唇-膈式呼吸运动训练开始，研究人员可

为患者示范正确做法，该种呼吸训练采取鼻吸口呼

法，期间需要做好吸气与呼气的配合，吸气时经鼻

吸入，此时注意口唇轻闭，完全由鼻腔吸入空气，

吸气时注意保持身体上的放松，思想上放空，集中

注意控制呼吸，感觉腹部完全放松，吸气后让气体

填满整个腹腔，感受到腹壁的隆起，此时膈肌下移，

屏气 2-3 秒时间，后开始呼气，此时可将口唇缩小，

作出吹口哨的动作，缓慢向前方吹气，也可想象前

方有一盏蜡烛需要吹灭，用该情景想法助力缩唇-膈
式呼吸运动，延长呼气时间，每天练习 15 分钟时间，

一天坚持练习 2-3 次，后逐渐形成腹式呼吸习惯。

呼吸训练方面，还可配合使用呼吸训练器进行吹气

训练，短时间内持续吹气，可改善呼吸功能，同时

借助工具锻炼也可提升呼吸锻炼的趣味性。4）氧疗 ：

患者需要长期接受吸氧治疗，对于血氧饱和度不足

90.0%的患者，同时伴随呼吸困难症状，可接受氧气

治疗，夜间持续吸入氧气，保持一日氧气治疗总时

间超过 15 小时，日间若有不适感，也可增加吸氧时

间，可购置家庭吸氧机，在家中使用。5）健康教育：

研究人员负责向患者说明慢阻肺稳定期的疾病管理

知识，尤其是营养管理，多数慢阻肺患者身形消瘦，

与营养过度消耗未得到有效补充有关，此时需要指

导患者合理安排每日饮食，考虑到多数患者年龄大，

消化能力减弱，对于肉食的摄入减少，可指导其烹

制肉类时，制作为肉糜，便于促进消化，饮食方面

保持清淡[6]。6）心理康复治疗：基于患者心理健康

问题，也可从身心健康教育，提供健康教育，促使

患者用科学方法调节情绪状态，例如在患者练习呼

吸功法时可结合放松冥想，应用该种方法可有效缓

解焦虑情绪。 
1.3 观察指标 
（1）记录患者治疗前后肺功能，以用力肺活量

（FVC）、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一秒用力

呼气容积/用力肺活量（FEV1/FVC）三项指标为依

据，进行肺功能治疗影响观察，治疗后数值升高程

度越高，表明肺功能改善越好[8]；（2）记录患者情

绪变化，以焦虑量表（SAS）和抑郁量表（SDS）作

为情绪变化定量评价表，两种量表对应分值越高，

则负面情绪越严重[9]。 
1.4 统计学方法 
SPSS24.0 分析数据，P 低于 0.05 表明研究存在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肺功能 
管理组治疗后肺功能改善程度更高，（P＜

0.05），见表 1。 
2.2 负面情绪 
管理组治疗后负面情绪改善较理想，（P＜

0.05），见表 2。 

表 1 肺功能（x±s） 

组别 
FVC（L） FEV1（L） FEV1/FVC（%）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管理组（n=53） 2.5±0.6 3.0±0.5 1.1±0.3 1.5±0.3 44.1±5.3 55.6±6.1 

参照组（n=53） 2.5±0.7 2.7±0.7 1.1±0.2 1.3±0.2 44.3±5.5 49.2±5.8 

T 值 0.7825 8.9672 0.9267 8.6218 0.8752 9.6293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表 2 负面情绪（x±s） 

组别 
SAS SDS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管理组（n=53） 50.7±3.2 39.6±2.9 51.6±3.1 40.5±2.9 

参照组（n=53） 51.2±3.3 45.3±3.2 51.3±3.5 47.2±3.5 

T 值 0.9127 9.2531 0.9178 9.8376 

P 值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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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慢阻肺患者接受肺康复治疗，对于其临床症状

的改善有较高应用价值，该项疗法符合循证医学理

念。保障肺康复治疗质量，需要从以下三点入手：

第一，多学科整合，医师、护士、营养师以及康复

治疗师参与，可有效提升康复治疗效果。第二，注

重个体化，慢阻肺患者基础病情相差程度高，患者

之间的个体差异性强，肺康复治疗需要着眼于个体

化，用以切实保障肺康复治疗效果。第三，注重心

理健康，人体为复杂系统，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不

可拆分，人体脏腑功能不可拆分，单一提升对患者

整体康复质量改善效用有限，可从生理、心理方面

双向提升慢阻肺患者的健康水平[10]。 
基于以上三点，本文开展慢阻肺稳定期患者的

肺康复治疗，根据多学科整合要点，本文从构建肺

康复治疗方案时，临床医师、护士、营养师、心理

治疗师以及康复医师对本次研究做出贡献，有较好

的参与度。本次研究当中，所制定的肺康复治疗方

案基于患者个体化的特点，首先对患者进行身体健

康评估，深入了解患者的慢阻肺病情，是否合并有

其他慢性疾病，例如合并慢性冠心病患者，此时可

加入心功能锻炼，整体提升患者的心肺功能，促使

患者在生理健康方面有较大的积极转变。了解患者

的个体特点之后，后续运动指导、健康指导以及心

理方面也可有的放矢，运动指导当中，结合患者的

个体特点，可制定患者喜闻乐见的锻炼方案，例如

对于中医功法较为感兴趣、有中医功法锻炼习惯的

患者，制定专项锻炼计划，对于运动锻炼无经验的

患者，则可从基础运动训练开始入门，后期可增加

运动难度，避免患者因运动难度高依从性下降。此

外，本次肺康复治疗当中，注重患者心理状态改善，

情绪为患者参与肺康复治疗的基础，研究人员通过

一对一的心理治疗，可帮助患者远离负面情绪，从

而对肺康复治疗保持较好的信心，维持积极情绪状

态，避免因情绪不佳而中途放弃肺康复治疗。 
综上所述，慢阻肺稳定期应用肺康复治疗，对

于改善患者肺功能有较好应用价值，同时患者接受

治疗之后情绪状态也可得到较好改善，可满足慢阻

肺稳定期患者康复需求，表明该种治疗方案值得推

广，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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