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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肺康复训练应用于重症肺炎患者肺功能康复中的效果观察 

杨 渝，高红英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医院  四川成都 

【摘要】目的 实验将观察重症肺炎患者实施早期肺康复训练后，对肺功能的改善效果。方法 研究筛

选出一共 80 例重症肺炎患者为对象，都于 2019 年 9 月至 2021 年 9 月进入本院治疗，以平行对照法为原则

分组，分为两组。对照组为常规康复措施，观察组患者为早期肺康复训练，对比肺功能指标 FEV1、FEV1/FVC
数据和临床症状消失时间。结果 从患者肺功能指标 FEV1、FEV1/FVC 数据结果中，观察组患者结果更优，

和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此外，在病症好转用时上，观察组优于对照组，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重症肺炎的康复治疗中，可建议患者采纳早期肺康复训练，提升肺功能指标，有助于帮助患者临床

症状缓解，减少肺部感染发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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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experiment will observe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lung function after early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pneumonia.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severe 
pneumonia were screened out in the study, and they were all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or treatment from 
September 2019 to September 2021.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arallel 
control.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rehabilitation measures,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early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The data of pulmonary function indexes FEV1, FEV1/FVC and the time to 
disappearance of clinical symptoms were compared. Results: From the results of pulmonary function indexes 
FEV1 and FEV1/FVC, the result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In addi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the improvement time of symptoms, and the comparison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 the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of severe pneumonia, it is recommended that patients adopt early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to improve pulmonary function indicators, which will help patients relieve clinical symptoms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pulmonary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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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指的是患者周末气道肺泡以及肺间质发生

炎症而非疾病的导致，可由多种因素引起，包括了

微生物因素，免疫损伤以及药物使用等等。同时如

果发生重症肺炎，其作为呼吸系统疾病，在临床上

可表现为休克或者肺部感染，而肺部感染则会进一

步引起呼吸衰竭以及低氧血症等病变[1]，当病情严

重的时候，则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较大的威胁，

当然病情的严重程度与局部严重程度有关。当患者

出现低血压休克等情况时，则有循环衰竭的表征，

此时需要通过呼吸肌进行通气治疗，此时我们将其

判定为重症患者，而该疾病可以发生在各个年龄层，

包括儿童和老年者，同时如果为长期卧床者或者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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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力低下者，在该疾病的发病率上会更高[2]。鉴于

此，本次实验选取了 2019 年 9 月至 2021 年 9 月在

我院就诊的重症肺炎患者，入选的患者共 80 例。对

比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筛选出一共 80 例重症肺炎患者为对象，都

于 2019 年 9 月至 2021 年 9 月进入本院治疗，以平

行对照法为原则分组。对照组 40 例，年龄区间 50
岁～76 岁，中间值（59.17±5.01）岁，男女例数各

计 21 例与 19 例，病程 1～7d，中间值（3.65±1.15）
d。观察组年龄区间 51 岁～75 岁，中间值（59.51 ± 
5.17）岁，男女例数各计 22 例与 18 例，病程 1～7d，
中间值（3.72±1.06）d。纳入标准：①临床资料完

整；②符合重症肺炎临床症状并确诊的；③行机械

通气。排除标准：①其他脏器出现异常者；②濒临

死亡患者；③免疫功能有缺陷的患者。客观比较两

组患者年龄、性别及病情等数据上，达到研究标准，

P＞0.05，无统计学意义。对符合入选标准者，由医

生进行书面及口头沟通，具体涉及到疾病管理的重

要性、疾病治疗方法、方案的优势以及可能出现的

问题。通过对 4 个方面的说明与患者保持良好沟通。 
1.2 实验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①对患者采取抗感染、

机械通气及加强免疫等常规治疗；②对患者普及疾

病知识，检查用药；③遵医嘱吸痰；④观察患者的

体征变化及有无不适。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在护士的指导下，

增加早期肺康复训练。通过对患者的病情情况分析，

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手段。①对于有自主意识的

患者，可以嘱咐其将自己的左手放置在胸部的位置，

而右手放置在肚脐的部分，随后可以进行深呼吸[3]，

在呼吸过程中要从少量呼吸道中亮呼吸，并且注意

收腹。用鼻子深吸气，把体内气呼出，呼气与吸气

时间保持在 1:2 即可。每天两次，每次保持在 10min
左右。②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可进行一些适当的

活动，例如床上的肢体活动，或者靠床行走等，具

体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每次保持在 15min，
每天 2 次左右即可。 

1.3 评价标准 
比较两组患者肺功能指标 FEV1、FEV1/FVC

数据。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具体则涉

及到憋喘时间，退热时间，以及贝罗音消失时间。 
1.4 统计方法 
用 EXCEL 2007 for windows 建立数据库，患者

的信息确认无误后，所有数据导入 SPSS22.0 for 
windows 做统计描述以及统计分析。计数单位采

用%进行表示，计量数据采用（x±s）来进行表示。 
2 结果 
2.1 2 组重症肺炎患者肺功能指标水平对比（见

表 1） 
就数据中看，两组患者 FEV1、FEV1/FVC 存在

较大差异，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2.2 2 组重症肺炎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情况

比较（见表 2） 

表 1 两组重症肺炎患者肺功能指标水平比较（x±s，分） 

组别 
FEV1（L） FEV1/FVC（%）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n=40） 1.42±0.38 2.03±0.34* 63.25±4.23 69.35±4.32* 

观察组（n=40） 1.43±0.36 2.61±0.33* 64.02±4.32 75.71±4.89* 

t 0.112 7.246 0.336 6.461 

p 0.449 0.000 0.368 0.000 

表 2 两组重症肺炎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情况比较（d,x±s） 

组别 肺部啰音消失时间 喘憋消失时间 退热时间 

对照组（n=40） 6.44±1.78 5.89±1.72 5.17±1.25 

观察组（n=40） 4.32±1.37 3.32±1.23 3.56±1.13 

t 5.246 7.497 5.915 

p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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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早期肺康复训练后，观察组用时更短，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健康和疾病的发

生、发展以及转归等方面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更高的

要求。医护人员的责任在于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帮助患者缓解病痛，对生活造成的干扰。同时要帮

助患者恢复身心健康，即使疾病恢复之后也要注意

复发问题。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我们认为肺

功能在损伤之后难以在短期内恢复，故而也会对肺

康复问题缺乏重视，导致患者对疾病的治疗保持了

失望的情绪。患者急症发作时段或发作两周以后采

取的康复训练称为早期肺康复训练。 
重症肺炎作为肺部组织疾病其为炎症性疾病，

症状严重会引起器官衰竭，生命安全也备受威胁。

由此，针对要建议患者积极就诊，普通肺炎表现为

咳嗽、发烧、咳痰等症状，推荐就诊呼吸科，夜间

选择急诊、发热门诊等。严重肺炎的诊断，需通过

医生检查、判断，一般情况下，患者需要进行 ICU
住院治疗，从近些年的临床数据调研中建工作，肺

炎的死亡率高，且作为一个独立的临床综合症，我

们需要分析引起患者病情加重的风险因素以及流行

病学调研。患者除了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

状外，也会出现意识上的障碍，还伴随着肾功能，

肝功能不全问题休克表现。有少部分患者则未见典

型的呼吸系统症状，孤儿也会存在漏诊问题，同时

如果病情起病较轻也会存在遗漏，在病情严重后才

被重视，最终也会引起重症肺炎。 
通过长期的肺康复训练，可以加强肺功能，也

有助于肺炎患者的病情改善，提升了肺功能对日常

负荷的满足。同时在训练方式上也有很多，常见的

则有缩唇呼吸，指的是患者在吸气的时候通过鼻子

进行，同时在呼气的时候缓慢的将体内气体呼出。

此外，还有腹式呼吸，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锻炼膈

肌，而在吸气的时候应当保持腹部膨隆，在呼气的

时候，则需要将腹部以最大程度的向内收紧。在其

他锻炼方式上，还可以采纳呼吸操，在吸气的时候

可以将双手举高并且超过头顶，在呼气的时候就可

以缓慢地将双手放回到原处。如果患者的基础状态

良好，则可以结合以上方案进行肺康复锻炼，若病

情得到好转后，还可以结合吹口哨、打太极的方式，

加强肺功能锻炼。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可增强呼吸

肌肉的力量，还能够提升患者的耐力，有助于实现

治疗目标。 
早期肺康复治疗是对于重症肺炎患者病情感上

的常用手段，企业目的在于改善机体功能，同时可

以对病情发展进行抑制或者逆转，在一定程度上减

轻了患者的病痛，也降低了患者的治疗费用，有助

于患者早日出院。肺康复治疗并不需要特别复杂的

设备，能够在更多的医院普及推广。早期肺康复训

练主动训练为主，以恢复患者的正常生活能力为主

旨，其训练方式因人而异，需要循序渐进。在重症

肺炎患者的康复治疗中进行肺康复练习，有助于提

升肺功能，同时也有助于临床症状的早日改善。但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纳入样本量有限，

更多与早期肺康复训练的临床调研，也需要业内学

者的共同努力，为患者的康复提供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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