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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功能康复训练在老年慢阻肺护理中的应用成效分析 

罗维维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云南建水 

【摘要】 目的 观察肺功能康复训练在老年慢阻肺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 2021.2-2022.2 在本院治疗

的 86 例老年慢阻肺患者，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肺功能康复训练，比较两组护理

满意度、肺功能指标、生活质量评分。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肺功能指标、生活质量等指标均优于对

照组（P＜0.05）。结论 给予老年慢阻肺患者肺功能康复训练可以明显改善治疗结果，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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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ulmonary function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n the 

nursing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Methods: A total of 86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PD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1 to February 2022 were selecte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pulmonary function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Nursing satisfaction, pulmonary function indexes,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pulmonary function indexes, quality of life and other indexes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Pulmonary function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PD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reatment results, and it is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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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老年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COPD，简

称慢阻肺）患病率不断增加，该病的发作可能由多种

原因引起，包括大气污染、呼吸道发生感染以及吸烟

等不良习惯，该病的常见临床症状表现为咳嗽、咳痰

甚至呼吸困难等[1,2]。当病患发病之后，肺部遭受到非

常严重的创伤，使得病患自身正常的肺功能有所降低，

而且降低了病患的生活质量，对病患产生严重危害。

针对上述实际情况，临床上需要采取针对该疾病特征

的治疗方式以及适当的护理手段，帮助病患调整心理

情绪以及改善临床症状，加速疾病的恢复进程[3,4]。在

既往的临床过程中，发现常规的护理手段具有本身的

一些局限性，本研究通过在其基础之上给予病患肺功

能康复训练，观察应用此种护理模式之后对病患肺功

能以及生活质量的改善情况，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 组患者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

比性，见表 1。 
1.2 护理方法 
（1）对照组 
给予对照组病患常规护理，对老年 COPD 病患讲

解治疗及护理过程的注意事项，密切观察病患的病情

进展，协助病患进行必须的一些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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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 
性别 

年龄(x±s,岁) 病程(x±s,年) 
男 女 

观察组 43 20 23 73.11±9.21 2.31±0.21 

对照组 43 21 22 72.98±9.46 2.34±0.23 

t/χ²  0.047 0.065 0.632 

P  0.829 0.949 0.529 

 

（2）观察组 
观察组病患给予肺功能康复训练：①呼吸训练：

相应的护理人员根据病患相关临床数据对病患的病情

进行判断，以此作为指导前提，为病患讲解呼吸训练

的正确实施方法，并以亲身进行示范，教会病患腹式

呼吸，首先将左手放在胸前，将右手放在上腹部，在

进行呼气的时候，病患的腹部逐渐隆起，接着指导病

患抬高右手，在呼出气体时，腹部呈现下陷的状态，

此外，还可以提醒病患右手稍用力一些，这有助于促

进病患膈肌的恢复，指导病患对上述过程进行适当的

重复训练，每次持续时间控制在十分钟左右；此外，

还有另外一种缩唇呼吸方法，主要是通过鼻子吸气，

嘴呼气来进行的，相关医护人员亲身示范，吸气时控

制用鼻子进行吸气，呼气时嘴巴呈现出口哨状，可以

循环训练，每次重复训练十分钟左右，短暂休息之后，

继续训练，直到病患适应此种呼吸方式。②咳痰训练：

指导病患正确进行咳痰，通过指导病患进行适当的按

摩或者是别的一些刺激措施促进痰液的排除，可以一

定程度减轻病患肺部负担；③运动训练：帮助老年

COPD 病患进行适当的有利于病情恢复的运动，在这

个过程中需要时刻确保病患的安全性，可以进行一些

比如太极、散步等强度较小的运动，保证每天进行适

当的运动量，同时病患需要在医护人员或其亲属的监

护下进行，已充分确保其安全性，适当的运动可以一

定程度的达到增强病患身体抵抗力的目的。④饮食训

练：对于老年 COPD 病患的日常饮食，医护人员需要

指导其多食用一些富含蛋白质以及维生素的食物，切

忌食用辛辣等具有刺激性的食物，多食用易于消化的

食物，减少对病患机体造成的负担。此外，保持低盐低

脂的饮食，提醒病患多喝水，更加全面的对病患机体代

谢状态进行改变，进而促进病患肺功能更快的恢复。 

1.3 观察指标 
（1）护理满意度；（2）肺功能指标：PEF、FEV1、

FEV1/PEF；（3）生活质量：SF-36 量表评价。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6.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以

[n(%)]表示，组间比较进行χ²检验；计量资料以（x±s）

表示，组间比较进行 t 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给予相应护理手段后，两组患者的平均 FVC、

FEV1、FEV1 /FVC 指标、生活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

均优于护理前，且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结果

见表 2、3、4。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43 18(41.86) 24(55.81) 1(2.33) 42(97.67) 

对照组 43 9(20.93) 23(53.49) 11(25.58) 32(74.42) 

χ²     9.685 

P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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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肺功能情况比较（x±s） 

组别 n 
PEF(L)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3 1.11±0.13 1.89±0.23 19.360 0.000 
对照组 43 1.13±0.21 1.34±0.31 3.678 0.000 

t  0.531 9.343   
P  0.597 0.000   

组别 n 
FEV1(L)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3 1.20±0.43 1.93±0.34 8.732 0.000 
对照组 43 1.22±0.45 1.41±0.32 2.256 0.027 

t  0.211 7.303   
P  0.834 0.004   

组别 n 
FEV1/PEF(%)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3 50.42±3.34 67.45±4.32 20.451 0.000 
对照组 43 50.89±4.98 56.23±4.78 5.073 0.000 

t  0.514 11.419   
P  0.609 0.000   

表 4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x±s） 

组别 n 
社会关系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3 52.21±3.35 85.34±2.98 48.454 0.000 
对照组 43 52.12±3.43 66.84±2.67 22.207 0.000 

t  0.123 30.319   
P  0.902 0.000   

组别 n 
精神状态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3 50.13±6.34 83.12±3.56 29.752 0.000 
对照组 43 50.45±6.21 65.34±4.45 12.780 0.000 

t  0.236 20.459   
P  0.814 0.000   

组别 n 
躯体功能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3 49.78±7.43 82.27±4.32 24.789 0.000 
对照组 43 49.34±7.65 63.43±5.42 9.855 0.000 

t  0.271 13.511   
P  0.787 0.000   

组别 n 
生理功能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3 56.32±4.23 85.24±5.43 27.551 0.000 
对照组 43 57.11±5.87 69.13±5.14 10.102 0.000 

t  0.716 14.129   
P  0.47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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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COPD 在临床上是一种比较常见和多发的疾病，

对于病患的肺功能产生严重的影响。在临床实施治疗

的过程中，给予病患针对性的手段治疗可以一定程度

控制病情的进展，然而仍有一部分病患的肺功能出现

恶化的趋势，发生进一步的心肺疾病的几率比较高，

对于病患的生命安全产生威胁[5,6]。目前针对老年 COP
D 病患临床上尚无根治的方法，主要集中在药物治疗，

在此过程中，联合使用一些个性化的护理措施，对于

病患肺功能的改善显示出明显意义。相关研究发现，

对病患开展肺功能康复训练，可以一定程度对该疾病

的发展达到控制，明显改善预后[7,8]。 
这项研究结果显示，给予病患康复训练以后，护

理满意度得到提升，这表明该训练方法可以协助治疗

效果的充分发挥，使病患对结果感到满意；观察组患

者的 PEF、FEV1、FEV1/PEF 优于对照组，这表明实

施该康复训练，可以很好的控制病患的病情进展，减

少对病患肺部造成的损害，改善肺功能；观察组生活

质量得到提升，通过指导病患进行呼吸、运动等训练，

与病患沟通等等，积极的改善了病患的心理状态并阻

止的病情的进一步恶化。 
综上所述，针对老年慢阻肺患者开展肺功能训练，

不但提高了患者的肺功能和生活质量，还提高了护理

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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