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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衰竭患者运动康复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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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利用运动康复的方法对于呼吸衰竭患者的护理进行实验。方法：选取 50 例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发呼吸衰竭患者，

随机分配对照组，实验组，2 组患者每组 25 人。对照组进行缩唇呼吸锻炼法护理，实验组利用快吸慢呼吸气肌训练的方式。结果：实验组

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结论：利用快吸慢呼吸气肌训练等运动康复对于呼吸衰竭患者护理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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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目前，国外越来越多的文献研究运动康复对呼吸衰竭患者的作

用，大多数研究报道了运动康复对呼吸困难、运动耐力和功能状态

的改善是有效的，但常常使用阂值呼吸训练仪，研究设备不适于患

者居家、量化、长期使用，而国内的研究较局限，且研究迟缓，呼

吸训练仅限于方式上的改变，如腹式呼吸、深呼吸、缩唇呼吸或几

种方式的联合运用，较少涉及针对呼吸肌肉的锻炼，腹式呼吸在患

者呼吸困难时无法实施，训练不准确时极易引起呼吸肌疲劳，缩唇

呼吸很难量化且不易被患者掌握。笔者根据呼吸衰竭患者呼吸肌生

理变化的特点，针对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发呼吸衰竭患者设

计的呼吸运动训练法——快吸慢呼吸气肌训练，通过延长呼气时

间，降低呼气末肺容量，提高吸气肌耐力。旨在探索它对呼吸衰竭

患者运动耐力的影响，以及训练过程中与临床疗效的相关性，希望

为呼吸衰竭患者提供一种长期、有效、简便易行的家庭呼吸训练方

法，最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二、材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促进呼吸衰竭患者肢体功能最大程度的恢复，不仅有助于患者

日后的生活，也是患者重新走向社会所必须。因此，运动康复显得

尤为重要，通过对呼吸衰竭患者的运动康复，提高了患者的日常生

活能力。选取 2018 年 7 月~2019 年 7 月之间来我院（金牛区人民医

院）就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病人 50 例，随机分配对照组和实验

组，2 组患者每组 25 人。对照组 25 例，男 13 例，女 12 例；年龄

50~79 岁，平均 64 岁。实验组 25 例，男 14 例，女 11 例；年龄 51~80

岁，平均 69 岁。过程都经过所在单位和地区独立伦理委员会的审

核并批准，研究对象或其亲属都已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全

部病例均符合指定的诊断标准，2 组患者年龄（见表 1）无差异。

对照组与实验组对比，*P>0.05。 

表 1  年龄及运动康复时间（X 的平均值±S） 

组别 例数 平均年龄 

对照组 25 64±0.5 

实验组 25 69±0.5* 

（二）研究工具/方法

选取 50 例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发呼吸衰竭患者，随机

分配对照组，实验组 2 组患者每组 25 人。以显效、有效和无效结

果作为评估，时间周期为 4-5 个周。 

（1）对照组方法 

对照组使用缩唇呼吸锻炼法进行运动康复。方法是：用鼻吸气，

缩唇作吹口哨样缓慢呼气（缩唇的程度与呼气流量：以能使距口唇

15-20cm 处、与口唇等高水平的蜡烛火焰随气流微微倾斜而不熄灭

为宜），吸气与呼气时间比为 1：2 或 1：3，每次 10 分钟，每天 3-4

次。该方法可以提高潮气容积，减少无效死腔，增加肺泡通气量，

改善气体分布，降低呼吸做功，但其由于要点多，不易为患者轻易

掌握。 

（2）实验组方法 

实验组是使用快吸慢呼吸气肌训练。快吸慢呼吸气肌训练是锻

炼以隔肌为主的具有吸气功能的肌肉，以增强其肌力和耐力，改善

心肺功能，促进运动能力的恢复。快吸慢呼吸气肌训练最早应用于

肺疾病康复中。呼吸系统的康复训练效果的显现在于长时间的坚

持，规律、定时、恒定强度的训练持续时间越长，效果越好。以往

大部分研究中快吸慢呼吸气肌训练监督方式是以家庭为基础的，这

就要求首先患者要有坚定的信念，其次研究者有周密的随访计划并

能严格付诸实施，并且要有固定的一名家庭成员全程参与并能协

助、监督患者完成。我们呼吁除了家庭外，社会支持系统中社区资

源，包括人力、信息等的开发利用在慢性患者康复中的角色应该被

充分利用起来。 

（三）观察指标

患者临床症状有显著缓解，且呼吸功能恢复正常（显效）；临

床症状得到改善，呼吸功能有升高趋势（有效）；临床症状和呼吸

功能无变化（无效）。 

三、结果 
表 2  多组临床疗效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25 4 5 16 36% 

实验组 25 5 13 7 72% 

由表 2 可见，实验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利用

快吸慢呼吸气肌训练的方法对于呼吸衰竭患者的护理效果显著。 

四、讨论与展望 
快吸慢呼吸气肌训练等运动康复方式可以提高呼吸衰竭患者 6

分钟步行距离，从而提高患者的运动耐力。呼吸训练包括快吸慢呼

吸气肌训练可以降低骨骼肌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对心脏迷走神经和

交感神经的均衡性和紧张性进行调节，进一步降低患者的心率，可

使心脏舒张期延长，增加回心血量和心输出量，所以能缓解液体储

留、呼吸困难等症状，提高患者的运动耐力。保证吸气功能的良好

对呼吸衰竭患者呼吸过程的维持相当重要，且在特定阶段及时介入

快吸慢呼吸气肌训练更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研究呼吸衰竭患者

的运动康复进展，为呼吸衰竭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健康保驾护

航。对于肺脏疾病的患者，运动试验是一项重要的诊断、治疗决策

和预后评估手段，应用历史已经超过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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