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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肺康复护理训练对稳定期老年慢阻肺患者的影响及护理效果研究 

王 静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内二科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研究早期肺康复护理训练对稳定期老年慢阻肺患者的影响及护理效果。方法 选取 50 例我院

于 2022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期间所收治的稳定期老年慢阻肺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所有患者资料汇总，确认信息

后进行无规则分组，即盲选 25 人作为对照组，其余作为研究组。所有患者均接受常规治疗与护理，研究组另接

受早期肺康复护理，观察两组患者在不同护理模式下其肺功能等相关指标的变化情况，分析早期肺康复护理的护

理价值。结果 经对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肺功能指标评测，发现对照组与研究组在护理后 15d 其肺功能指标均有

良性变化，其中，研究组效果更为显著（P<0.05）；两组患者 6min 步行运动耐量经护理后均有增强，研究组增强

幅度更大（P<0.05）；结论 早期肺康复护理训练可帮助稳定期老年慢阻肺患者改善肺功能，提升步行运动耐量，

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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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impact and nursing effect of early lung rehabilitation nursing training on stable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Methods 50 stable elderly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all the patient data were summarized. After confirming the information, they were grouped irregularly, that is, 25 people 
were blindly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rest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group. All patients received routine 
treatment and nursing, and the research group received early lung rehabilitation care, observed the chang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in their lung function and other related indicators under different nursing modes, and analyzed the nursing 
value of early lung rehabilitation care. Results After evaluating the pulmonary function indicator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it was found that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research group had benign changes in their 
pulmonary function indicators for 15 days after nursing. Among them, the effect of the research group was more significant 
(P<0.05); the 6 minutes walking exercise tolerance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as enhanced after nursing, and the 
research Larger range (P<0.05); Conclusion Early lung rehabilitation nursing training can help stable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improve lung function and improve walking exercise tolerance, which is worth 
app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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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在临床中比较常见，主要针对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群[1]，而对于处于稳定期的老年

慢阻肺患者而言，早期肺康复训练极为重要[2]，肺康复

训练是集多种运动形式于一体主要用于改善肺疾病的

康复手段之一[3]，主要包括呼吸肌训练、运动训练等等。

通过系统性的康复训练，可帮助老年患者更好的恢复

肺功能，提升机体运动能力。本文旨在研究早期肺康复

护理训练对稳定期老年慢阻肺患者的影响及护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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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50 例我院于 2022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期间

所收治的稳定期老年慢阻肺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所有

患者资料汇总，确认信息后进行无规则分组，即盲选 25
人作为对照组，其余作为研究组。对照组年龄 60-82 岁，

年龄均值（70.38±2.17）岁，男性 15 人，女性 10 人。

研究组年龄 60-83 岁，年龄均值（70.12±2.65）岁，男

性 16 人，女性 9 人。两组资料无差异（P>0.05）；有

可比性。 
纳入条件：①个人病史信息完整，经诊断确诊为慢

阻肺[4]，且病情处于稳定期。②家属对本次研究内容知

情，同意配合。③年龄 60 周岁以上。 
排除条件：①语言障碍严重；②合并严重的肿瘤疾

病。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支气管扩张剂及糖皮质激素等常

规对症治疗，给予对照组普通护理，例如健康教育、心

理护理等等。 
给予研究组早期肺康复护理训练，主要内容如下： 
①建立康复方案：首先，进行全面的医疗评估和风

险分析，包括评估心脏功能和潜在风险因素，以便为定

制运动处方（包括运动量、频率、持续时间、疗程和注

意事项等）和整体康复提供确切的医学依据。对诸如高

脂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吸烟、过度饮酒、活

动不足、焦虑、失眠等风险因素进行有效干预，可防止

心脏病恶化、刺激心脏、复发或猝死。另外，存在心悸、

气短、胸痛、心绞痛、急性心力衰竭、心率超过每秒 110
次、严重心律不齐或心肌缺血等情况时，应避免进行心

脏康复运动。重要的是，及时向家属说明病情，以获得

他们的理解和积极配合，并与患者及家属一起商讨并

制定个性化的心肺康复方案。 
②呼吸肌运动。患者将双手分别放于腹部及胸部，

经鼻部进行 2s 的吸气，并通过缩唇运动进行缓慢、匀

速的吐气，在呼吸过程中，通过按压腹部的方式适当延

长吐气时间，4-5s/次；患者行平卧位，双手分别放于胸

部与脐部，首先进行腹肌放松，而后进行腹式呼吸，连

续进行 15min，2-4 次/天。 
③早期运动训练。主要包括早期被动训练与早期

主动训练，被动训练包括按摩、推拿等，主动训练包括

指导患者进行扶床行走、变换坐位等等。患者恢复部分

活动能力后，可将主动训练延伸至打太极拳、骑车等，

3-5 次/周，30min/次。 
④器械训练包括两种主要形式：心肺运动试验和

体外反搏。心肺运动试验通常是在 30 秒的运动和 60
秒的恢复期间进行，强度为最大短期运动能力的 50%，

并在整个运动过程中进行心电监测以确保安全。体外

反搏是一种无创治疗方法，用于安全有效地治疗缺血

性疾病。其工作原理是在心脏舒张期间，通过电脑跟踪

心电波，对绕在四肢和臂部的气囊进行同步充气，通过

序贯加压，促使血液向主动脉反流，从而增加心脏、大

脑和其他内脏器官的血流灌注，改善血液供应，保护

心、脑、肾等重要器官。 
⑤有氧运动：鼓励患者增加日常锻炼，建议每日饭

后 30 分钟进行散步、瑜伽等有氧运动，并根据患者的

耐受度调整运动强度。 
1.3 观察指标 
①使用肺功能检测仪对未接受护理时段的两组患

者及经护理后 15d 的两组患者进行肺功能指标评测，

记录数据观察肺功能指标的变化情况并进行两组之间

的对比，肺功能指标主要包括 FEV1（1s 用力呼气量），

FVC（用力肺活量）以及 FEV1/FVC。 
②于护理前及护理后 15d 对两组患者进行 6min 步

行实验，记录患者的运动耐量，即步行米数，试验前应

做好休息准备，试验过程中指导患者不要过多说话与

跑、跳，行两组之间的对比。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 22.0 工具做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x

±s）表示，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n（%）表示，用 χ2

检验。若 P<0.05，则说明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前后肺功能指标对比 
经对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肺功能指标评测，发现

对照组与研究组在护理后 15d 其肺功能指标均有良性

变化，其中，研究组效果更为显著（P<0.05）；详见表

1。 
2.2 两组护理前后 6min 步行运动耐量对比 
两组患者 6min 步行运动耐量经护理后均有增强，

研究组增强幅度更大（P<0.05）；详见表 2。 
3 讨论 
由于部分老年慢阻肺患者早期训练项目不合理，

运动强度不达标，缺乏科学、系统性的康复训练计划，

从而导致老年患者肺功能的恢复进程较慢，一方面延

缓了慢阻肺疾病的康复进展[5]，同时也严重影响了老年

患者的生活质量与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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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护理前后肺功能指标对比（x±s） 

组别 例数 
FEV1（L） FVC（L） FEV1/FVC（%） 

护理前 护理后 15d 护理前 护理后 15d 护理前 护理后 15d 

对照组 25 1.91±0.24 2.21±0.65x 2.52±0.50 2.89±0.4x 76.56±2.63 79.12±3.60x 

研究组 25 1.90±0.35 2.78±0.70x 2.57±0.72 3.35±0.81x 76.25±2.89 83.26±3.22x 

t - 0.458 5.581 0.235 6.172 0.270 5.136 

P -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注：与护理前比较，xP<0.05；FEV1（1s 用力呼气量），FVC（用力肺活量） 

表 2  两组护理前后 6min 步行运动耐量对比 [（x±s）；m]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15d 

对照组 25 365.12±40.16 400.17±51.65 

研究组 25 364.27±40.21 431.10±51.90 

t - 0.326 8.825 

P - >0.05 <0.05 
 
因此，对处于稳定期的老年慢阻肺患者进行早期

的肺功能康复训练极为重要。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经对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肺功能指标评测，发现对照组与

研究组在护理后 15d 其肺功能指标均有良性变化，其

中，研究组效果更为显著（P<0.05）；两组患者 6min
步行运动耐量经护理后均有增强，研究组增强幅度更

大（P<0.05）；此结果与李慧[6]等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

吻合，说明早期肺功能康复训练可促进稳定期老年慢

阻肺患者的康复进展，原因在于早期肺功能康复训练

具有科学、系统性的不同种类的运动模式，对老年患者

的肌肉力量具有一定的可塑性，通过此种作用可提升

患者的呼吸功能，延长呼气时间，增强肌肉耐力，从而

更好的促进患者肺功能的恢复。在老年稳定期慢性阻

塞性肺病（COPD）患者的护理中，实施早期的肺功能

康复训练对于提升患者的心肺功能十分有益，同时，积

极的护患交流也有助于增强双方的信任，从而提高患

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研究显示，提升心肺功能的有

效方法是进行有氧耐力训练，如长距离步行、慢跑、自

行车骑行、游泳和爬山等。当运动强度达到最大摄氧量

的 50%时，就能有效提升心肺功能，而提高心肺适应

性的理想运动强度为最大摄氧量的 50%至 85%，相应

的心率范围为最大心率的 70%至 90%。心肺功能训练

的时间安排一般为每次持续 20 至 60 分钟，也可以根

据个人的健康状况进行调整。每周进行 3 至 5 次的心

肺功能训练可以使心肺功能达到最佳适应水平，但具

体频率应根据个人的锻炼习惯、体质和目标来确定。 
综上，早期肺功能康复护理训练对稳定期老年慢

阻肺患者具有一定的训练效果，不仅能够改善患者的

各项肺功能指标，同时还能够提升患者的运动能力，应

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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