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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骨科卧床患者呼吸功能锻炼的规范性 

许 金 

昆山市中医医院  江苏昆山 

【摘要】目的 针对骨科患者强调呼吸功能锻炼的重要性，提高骨科卧床患者呼吸功能锻炼意识，确保

服务的规范性。方法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期间，在我院骨科就诊的 98 例卧床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

均等地分为两组，对照组（常规护理）与观察组（规范性呼吸功能锻炼）各包含 49 例，对比两组患者康复

效果。结果 两组患者血气、肺功能指标比较，观察组患者指标高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此

外，在对比康复期患者并发症率上，观察组患者低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结论 通过成立锻

炼小组，加强人员培训，制定个体化的锻炼计划，使用呼吸训练器进行辅助锻炼，可以提高骨科卧床患者呼

吸功能锻炼的规范性，改善患者血气指标，促进康复，也有助于减少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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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mprove the standard of respiratory function exercise for patients in bone bed 

Jin Xu 

Kunshan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unshan, Jiangsu 

【Abstract】Objective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respiratory function exercise for orthopedic patients, 
improve the awareness of respiratory function exercise for patients in bed, and ensur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service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3 to January 2024, 98 bedridden patients treated in the orthopedics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were equal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ormative respiratory function exercise) included 49 cases each, and the 
rehabilitation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blood gas and lung function index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high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 < 0.05). 
In addition, the complication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Setting up exercise group, strengthening personnel training, 
making individual exercise plans and using respiratory trainer for auxiliary exercise can improv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respiratory function exercise, improve blood gas index of patients, promote rehabilitation and reduce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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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卧床患者因外伤、骨科疾病等因素导致日

常活动能力不强，例如下肢骨折、骨盆骨折、脊椎骨

折等，需要长时间卧床休养，患者可能会出现呼吸

肌功能减弱，对呼吸深度以及频率造成很大影响。

因骨科卧床患者丧失日常活动能力，常常面临痰液

排出困难等问题，进而增加并发症的发生概率，例

如肺部感染、肺不张等，对患者身心造成很大痛苦，

延长患者的住院时间，增加不必要的医疗负担，严

重时甚至会危及患者的生命[1]。通过呼吸功能锻炼

可以有效改善肺功能，降低并发症的发生概率，然

而根据临床实践发现，骨科卧床患者的呼吸功能锻

炼存在一些不规范现象，均对患者的康复效果造成

不利影响[2]。鉴于此，选取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

期间在我院骨科就诊的 98 例卧床患者，致力于提高

骨科卧床患者呼吸功能锻炼的规范性，这也是当下

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内容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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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期间在我院骨科

就诊的 98 例卧床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均等地分

为两组，各 49 例，对照组男 29 例，女 20 例；年龄

20－75 岁，平均（47.59±4.37）岁。观察组男 28 例，

女 21 例；年龄 21－75 岁，平均（47.74±4.64）岁。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P＞0.05）。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简单告知患者卧床期间

的护理措施以及注意事项，指导患者正确用药，加

强饮食管理。适当将床头抬高，指导患者进行正确的

咳嗽、排痰训练以及呼吸训练，协助患者翻身拍背。 
观察组应用规范性呼吸功能锻炼。 
（1）组建呼吸功能锻炼小组。由骨科医生、骨

科、康复师以及骨科护士成立呼吸功能锻炼，小组

成员参加会议共同探讨规范性呼吸功能锻炼的计划，

专科护理人员主要执行各项呼吸功能训练计划，并

准确记录。骨科医生掌控患者病情，并对呼吸功能

锻炼后的效果进行评估。注重对小组成员的培训和

指导，确保锻炼计划可以规范正确展开。 
（2）缩唇呼吸。协助患者采取半卧位，保持放

松，经鼻腔吸气，接着通过口唇呼气，呼气时口唇应

保持吹口哨的嘴型，吸气、呼气时间比为 1∶2[3]，

根据需要，重复以上步骤，每次 10 分钟，一日一次。 
（3）腹式呼吸，取仰卧位，保持放松，双手轻

轻放在上腹部（肚脐周围）和前胸，通过鼻子慢慢吸

气，同时有意识地使腹部鼓起，保持呼吸平稳，使肺

部充分扩张，达到最大肺容量，屏气 3～5 秒，接下来

进行主动收缩腹肌，呼气。每次 10 分钟，一日一次。 
（4）胸部扩张、咳嗽训练。通过鼻子或嘴巴用

力吸气，使胸廓充分扩张，护理人员或家属站在患

者的一侧或后方，轻轻拍打患者的背部形成被动式

呼气，以促进患者肺部的震动和痰液的松动，在这

个阶段，鼓励患者用力咳嗽 2 次，确保排痰顺畅。 
（5）呼吸器训练。将吸气软管的一端对准 D 型

呼吸器的接口，确保连接不会脱落，测试呼吸器功

能，确保正常运作，用一只手稳稳地托住呼吸训练

器，吸管的一端放在口唇之间，调整患者的姿势，保

持放松，开始缓慢地吸气，继续吸气，直到白色活塞

上抬至目标刻度线，保持吸气状态约 2 秒，注意观

察患者有无出现呼吸困难或其他不适症状，开始缓

慢呼气，同时松开嘴唇与吸管的接触，根据需要，重

复以上步骤行第 2次训练，每次 15分钟，一日两次。 
（6）健康宣教。通过面对面交流、制作图文并

茂的手册、视频教学等向患者介绍疾病知识以及坚

持规律进行呼吸功能锻炼的重要性，着重强调规范

的呼吸功能锻炼可以有效改善肺功能，预防肺部感

染，同时可以加速机体的康复，促进尽早康复出院，

减少不必要的医疗负担。提高患者对疾病的正确认

知，增强其自我管理能力，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锻

炼观念，充分调动患者锻炼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通

过视频、图文详细介绍缩唇呼吸、腹式呼吸锻炼的

规范步骤，供患者学习，对于患者提出的问题，要细

致解答，使其积极配合呼吸功能锻炼计划。 
1.3 评价标准 
全自动血气分析仪测定患者在治疗前后的血气

指标，SaO2、PaO2 水平。另外，对比两组患者肺功

能指标（FVC、FEV1/FVC）以及并发症（肺部感染、

肺不张、胸腔积液）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3.0 处理数据，χ2 作用是：检验计数

资料，其表现形式是[n（%）]，计量资料采取（x�±s）
进行描述，组间比较用成组 t 检验，P＜0.05，差异

显著。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血气、肺功能指标分析 
至于两组患者血气、肺功能指标比较，相比较

下可知护理前差异不大，护理后观察组高于对照组，

对比差异显著（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并发症分析 
对照组共有 10 例患者出现并发症，发生率

20.41%（4 例肺部感染、3 例肺不张、3 例胸腔积液），

观察组共有 1 例患者出现并发症，发生率 2.04%（1
例胸腔积液），组间差异显著（P＜0.05）。 

3 讨论 
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骨科接收

骨折患者越来越多。因老年患者都伴有骨质疏松症，

发生跌倒等意外事件，容易引发骨折。骨科卧床患

者由于长时间的卧床休养，活动限制，导致呼吸功

能的下降，无法有效咳嗽和排痰，导致呼吸道分泌

物无法有效排除而聚集在肺部，导致肺部感染和其

他并发症的出现，加重患者的原发疾病，严重时对

患者的生命造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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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血气、肺功能指标对比分析（͞x±s） 

组别（例数） 
SaO2（mm Hg） PaO2（mm Hg） FVC（%） FEV1/FVC（%）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n=49） 84.32±8.46 93.04±9.52 82.53±7.34 90.73±9.28 64.46±6.84 75.31±7.73 57.53±6.26 69.02±6.83 

观察组（n=49） 84.26±8.45 98.09±9.75 82.56±7.36 96.13±9.67 64.74±6.81 82.12±8.13 57.43±6.16 75.14±7.87 

t 0.437 10.038 0.283 6.525 0.223 6.482 0.472 6.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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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此，针对此类患者规范治疗的同时，加强

呼吸功能锻炼的规范性，从而改善患者的呼吸功能

和肺功能，预防肺部并发症的出现[4]。本次研究中给

予观察组肺功能以及血气指标改善效果较优，而且

仅有 1 例患者出现并发症。传统的呼吸训练效果会

受到患者对呼吸康复锻炼的态度以及自我管理能力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在护理过程中，首先组建呼吸功能锻炼小组，

明确小组成员的岗位职责，加强对人员的培训，使

其可以指导患者正确、规范的康复训练，确保呼吸

功能锻炼计划的有效实施[5]。同时指导患者正确进

行深呼吸、腹式呼吸、咳嗽的锻炼方法，明确锻炼的

频率以及时间。另外，加强对骨科卧床患者的健康

宣教是提高呼吸功能锻炼规范性的有效途径之一。

加强对患者的健康宣教，提高其对呼吸功能锻炼的

正确认知，从意识上真正重视并且可以积极参与锻

炼，针对患者提出的问题要耐心细致，为其解答，使

患者可以安心，使其可以掌握正确的锻炼方法，同

时可以树立正确的锻炼观念，提高患者依从性，并

促进身体康复[6]。对于长时间卧床的骨科患者来讲，

因为缺乏运动锻炼，呼吸肌群功能明显下降，在呼

吸训练的过程中，将呼吸训练器作为辅助工具，不

仅使用简单方便，而且训练的强度、时间以及方式

符合患者的个人康复需求，能够帮助患者恢复正常

的呼吸功能。通过指导患者正确的呼吸以及咳嗽可

以改善其呼吸功能，例如指导患者正确规范的腹式

呼吸，可以锻炼患者的腹部肌肉力量，对有效的咳

嗽、排痰起到了促进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

呼吸道感染的发生。 
呼吸器通过调节肺活量、呼吸气流的阻力等参

数，帮助患者展开腹式呼吸、深呼吸等训练，呼吸器

的应用可以确保患者呼吸锻炼过程中的连贯性以及

规范性，传统的呼吸训练患者只是凭借自身的感觉，

这种缺乏标准化、客观的指导与监控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呼吸锻炼的结果。对于骨科卧床患者来

讲，仅凭自身感觉进行锻炼，会出现训练不足、过度

用力等情况。而呼吸训练器的应用可以确保精准控

制气流和阻力，确保患者的每一次运动锻炼都可以

达到预期的效果与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提高了

骨科卧床患者呼吸锻炼的规范性。根据仪器上的刻

度，患者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自己的呼吸状态，并

进行个性化的调整，有助于患者掌握正确的呼吸技

巧与方法[7-8]，确保患者尽早康复。在训练过程中指

导患者取正确的体位，同时在呼吸训练的过程中要

注意呼吸节奏以及运动的频次、时间等，训练过程

中借助呼吸器，根据患者的自身状况合理调节，避

免发生过度锻炼或锻炼不足，从而提高锻炼效果。 
综上，通过成立锻炼小组，加强对护理人员培

训，制定个体化的锻炼计划，使用呼吸训练器进行

辅助锻炼，可以提高骨科卧床患者呼吸功能锻炼的

规范性，改善患者血气指标，促进康复，也有助于减

少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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