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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肺康复训练在 COPD 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王 威，秦 琼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上海 

【摘要】目的 探究分析综合肺康复训练在 COPD 患者中的应用。方法 选取 2018 年月 10 至 2020 年 09 月入

住上海市某三级医院呼吸内科收治的 COPD 稳定期患者 122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其中选取 2019 年月 10 至

2020 年 09 月入住上海市某三级医院呼吸内科收治的 COPD 稳定期患者 64 例为试验组，采用综合肺康复训练方

案对患者进行干预；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09 月入住同一医院呼吸内科的 COPD 稳定期患者 58 例为对照组，

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对比分析对照组与观察组的肺功能指标；一年内再入院率。结果 观察组在FEV1/FVC
指标、mMRC 评分以及一年内再入院率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中（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 CAT
评分中，（P＞0.05），无意义。结论 对 COPD 患者采用，综合肺康复训练方案进行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

FEV1/FVC 指标与 mMRC 评分，同时降低患者一年内再入院率，在实际应用中具有优良的效果，值得推广与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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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omprehensive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n COPD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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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comprehensive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n patients with COPD. Methods From October 2018 to September 2020, 122 patients with stable COPD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of a tertiary hospital in Shanghai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mong them, 64 patients with stable COPD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respiratory medicine department of a 
tertiary hospital in Shanghai from October 2019 to September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patients were intervened with a comprehensive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program; October 2018 to 2019 
Fifty-eight patients with stable COPD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respiratory medicine department of the same hospital in 
September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routine nursing mode was used for intervention. The pulmonary 
function indexes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readmission rate 
within one year.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FEV1/FVC 
index, mMRC score and readmission rate within one year, among which (P<0.0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he CAT score, (P>0.05), it was not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use of comprehensive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program intervention for COPD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FEV1/FVC index 
and mMRC score, and at the same time reduce the patient's readmission rate within one year. It has excellent result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 

【Keywords】 COPD patients; comprehensive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pulmonary function indicators; 
readmission rate within the year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 

-rey disease，COPD）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肺部疾病，

其发病率高、死亡率高，为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极大

的痛苦，也为社会增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1,2]。有效的

肺康复干预可控制 COPD 症状并改善其预后。 
肺康复[3]是指一种全面评估患者病情后进行的个

https://cn.oajrc.org/�


王威，秦琼                                                             综合肺康复训练在 COPD 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 121 - 

体化综合干预，包括但不局限于运动训练、健康教育、

行为改变、远程监管、自我管理、身体活动等。其目

的在于改善患者的生理和心理状况，使其自我管理并

长期保持一种健康的行为方式。肺康复被证实不仅能

够缓解 COPD 患者呼吸困难症状、提高其运动耐力，

有助于控制患者的临床症状及提高其生活质量，且明

显减少其住院率[4,5]。 
尽管已经证实了多种肺康复干预措施，但是除了

医生护士的指导，健康行为的改变及坚持还依赖于患

者对自身的管理。如何将肺康复作为一个整体综合应

用于 COPD 患者，还值得探讨。本研究从整体出发，

通过完整的评估、全面的健康教育来对患者实施个性

化的肺康复管理，从而达到使患者熟练掌握肺康复技

能，并内化为个人健康素养的过程来改善其疾病症状，

降低发病次数和再入院率，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月 10 至 2020 年 09 月入住上海市某

三级医院呼吸内科收治的COPD稳定期患者 64例为试

验组。回顾性分析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09 月入住

同一医院呼吸内科的 COPD 稳定期患者 58 例为对照

组。 
1.2 方法 
两组患者在院内均接受系统的治疗及护理干预措

施。对照组按 COPD 常规护理进行护理，给予常规的

用药及功能锻炼指导，患者出院后按规定进行电话、

微信或门诊随访。干预组按综合肺康复训练方案进行

护理。 
综合肺康复训练方案：①成立综合肺康复训练小

组，由呼吸科主任任组长、护士长任副组长，呼吸科

医生及护士为组员。所有小组成员均接受肺康复训练

相关知识的培训及考核，未通过考核者再次培训直至

通过考核。②建立患者档案 为每位符合纳入标准的患

者建立综合肺康复训练档案。③实施肺康复训练计划 

主要包括生活方式改变、气道管理、身体活动锻炼以

及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训练等。④延续护理 出院

2 个月内每周电话或微信随访一次，随时了解患者病情

变化及时调整肺康复方案及患者的自我管理情况，2
个月后每月随访一次。将评估结果记录于患者档案。 

1.3 观察指标 
（1）应用德国耶格生产的肺功能仪（型号：

MasterScreen）对患者干预前及出院前的肺功能指标进

行测量，包含用力肺活量（FVC）、1 秒用力呼气容积

（FVE1）及二者比值 FEV1/FVC，数值越大，肺功能

越好。 
（2）使用改良版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的呼吸困难

指数评分对患者干预前及出院后 6 个月的呼吸困难程

度进行评估，共分为 0~4 五个等级，等级越高，代表

呼吸困难越严重。 
（3）慢阻肺综合评估测试 对患者干预前及出院

后 6 个月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估，总分为 0~40 分，分数

越高，代表症状越严重。 
（4）患者出院后 1 年的再入院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建立数据库。计数资料统计采用卡

方检验，计量资料计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及出院前的肺功能、mMRC

量表、CAT 量表得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肺功能指标 FEV1/FVC 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差异（P＞0.05），mMRC 量表、CAT 量表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0.05）；干预后两组

患者 FEV1/FVC 均较干预前有明显改善（P＜0.05），

且 mMRC 量表、CAT 量表得分均较前有明显改善。详

见表 1。 
2.2 一年内再入院率 
两组患者一年内再入院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 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肺功能指标比较（χ±s） 

组别 
例数

（n） 

FEV1/FVC mMRC 评分 CAT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8 46.09±3.49 48.76±3.72 2.60±0.82 1.60±0.82 26.07±5.68 23.07±5.67 

干预组 64 45.77±3.32 51.18±3.41 2.58±0.85 0.67±0.71 26.52±5.96 21.06±5.85 

t  0.52 3.76 0.17 6.73 0.01 1.9 

P  0.61 ＜0.001 0.87 ＜0.001 0.99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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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一年内再入院率 

组别 例数 n 无再入院 n（%） 再入院 n（%） 

对照组 58 45（77.6） 13（22.4） 

干预组 64 59（92.2） 5（7.81） 

χ2  0.023 

P  0.039 

 
3 讨论 
COPD 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疾病，以目前现有的治

疗方式很难治愈。但是，通过合理的训练、治疗，可

以控制症状、延缓肺部功能的受损进程。多项研究显

示，肺康复能够改善 COPD 患者的运动能力、血氧状

况及肺功能，缓解患者呼吸困难和疲劳的症状，尤其

是在 COPD 急性发作期，肺康复能够提供更为有效的

干预结果。肺康复是一个包含运动训练和自我管理教

育的复杂干预措施，应根据患者需求量身定制，并在

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整个病程中持续进行，需要医务人

员在正确的时间为患者提供正确的治疗，完全符合综

合护理的概念。 
调查发现，COPD 患者对于家庭肺康复的认知比

较差，大部分患者不能坚持家庭氧疗，进行呼吸功能

锻炼的患者很少，能够掌握正确的呼吸功能锻炼方法

的患者更是不足四分之一。近年来，随着肺康复理论

的发展以及护理服务水平的不断改进提高，各专科均

在通过各种服务手段提高患者的肺康复意识及 COPD
患者自我管理水平，如以医院-社区为基础的医联体综

合肺康复、以自我管理为主的家庭肺康复等干预方式，

均对患者的肺康复依从性及健康结局起到了良好的效

果[5-7]。 
在本研究中，通过制定综合肺康复训练方案，将

所有 COPD 患者纳入规范的教育管理，根据患者的个

体情况，实施个性化的干预计划，同时加强了对于患

者生活方式改变、气道管理、活动锻炼的培训和指导，

以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为目的，通过每周、每月的

电话或微信随访，了解患者的自我管理现状、康复训

练依从性，并及时调整肺康复方案，久而久之，患者

将肺康复计划从不断地吸收肺康复知识，到逐渐内化

为个人健康的生活习惯，其自我管理能力得到了极大

的提升，最终，其肺功能得到了改善，呼吸困难情况

也明显好转，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患者一年

后的再入院率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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