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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呼吸康复训练辅助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康复患者的效果 
牛文莉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北宜昌  443000 

摘要：目的：分析赋能呼吸康复训练辅助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康复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我院 2020 年 2 月 23 日到
2020 年 4 月 2日期间收治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康复患者 100 例，将其按照随机分组方法分为对照组（50例，接受常规呼吸康
复训练）和观察组（50例，接受赋能呼吸康复训练），对比两组患者的呼吸频率、血氧饱和度以及日常生活功能评分。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呼吸频率、血氧饱和度和日常生活功能评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康复患者治疗中应用赋能呼吸康复训练，有利于促进患者身体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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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感染新冠肺炎

后的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咳嗽、乏力，严重的可能危及生
命

[1]
。部分患者在治疗新冠肺炎过程中，易产生紧张焦虑的

负面情绪，影响康复训练。赋能理论指导康复训练能有效增强

患者自信心，提升康复效果。本文探讨了赋能呼吸康复训练辅
助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康复患者的治疗效果，具体如下：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我院 2020年 2月 23日到 2020年 4月 2日期间收治

的新冠肺炎康复患者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每组患者 50 例。对照组男性 27 例，女性 23 例，
年龄区间 51~83 岁，平均年龄（75.22±4.18）岁；观察组男

性 26 例，女性 24 例，年龄区间 52~84 岁，平均年龄（76.14
±3.98）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0.05）。
所有患者均自愿参与本研究。我院伦理委员会对本研究完全

知情，并批准研究。 
1.2 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

版)》进行治疗。 
1.2.1 对照组 
在第七版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实施常规呼吸康复训练法。 

①缩唇呼吸法：用鼻腔吸气，呼气时缩紧嘴唇，在 4~6
秒内呼出气体，使吸气与呼气时间比保持在 1：2~3。 

②腹式呼吸法：令患者身体呈仰卧状，双手置于上腹部，

吸气时腹部隆起，双手下压，呼气时腹部下沉，双手在呼气
结束时施压，按照此种方法每天练习 2~3 次，每次五分钟。 

1.2.2 观察组 

观察组患者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实施赋能呼吸康复训练辅
助治疗。 

①首先向新冠肺炎患者介绍呼吸康复训练的内容及形

式，传授呼吸康复训练的相关知识，让患者了解到呼吸康复
训练的方法和意义。 

②主动与患者沟通，了解其心理状态，帮助患者建立康

复信心，发挥其潜能，促使患者主动参与呼吸康复训练。 
③责任护士向患者教授呼吸康复训练的步骤和方法，可

制作训练小视频供患者观看学习，了解患者训练状态，积极

引导患者进行呼吸康复训练。 
④赋能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责任护士可根据患者实

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训练计划，设置康复小目标，每当患

者完成目标时都给予一定的肯定与赞扬。 
⑤患者呼吸康复训练过程中，责任护士全程引导训练并

实时提供技术指导和理论支持，记录患者训练进度并填写呼

吸康复回执单。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康复训练后呼吸频率、血氧饱和度和日常

生活功能评分。日常生活功能评分满分 100，分数越高日常
生活功能越强。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使用 t和“ sx  ”

表示计量资料，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呼吸频率 

观察组呼吸频率为（21.96±0.61）次/分，对照组为

（22.57±0.78）次/分，观察组呼吸频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t=4.356，P=0.001＜0.05）。 

2.2 血氧饱和度 

观察组血氧饱和度为（97.33±1.52）%，对照组为（94.16

±0.77）%，观察组血氧饱和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t=13.155，P=0.001＜0.05）。 

2.3 日常生活功能评分 

观察组评分为（96.51±3.55）分，对照组为（85.36±

4.52）分，观察组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3.718，P=0.001＜0.05）。 

3 讨论 

新型冠状病毒是目前发现的第七种人类冠状病毒，具有

传播快、传染性强的特点且有一定致死率，对人的生命安全

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2]
。随着救治方案的不断更新，新冠肺炎

病情控制取得不小的成就，但重症患者咳嗽发热比例依旧较

高，因此，降低新冠肺炎患者肺部损伤成为救治工作的重点。 

在临床治疗中，常对新冠肺炎康复患者进行呼吸康复训

练，改善患者肺部功能，达到减少临床症状的目的，但由于

对治疗结果的未知以及病痛的折磨，部分患者易产生消极负

面的情绪。赋能是一种心理词汇，指赋予他人正能量，发挥

个人潜能，实现价值，后逐渐应用到临床医学当中
[3]
。在赋

能呼吸康复训练中，责任护士通过提高患者认知与技能，充

分发挥患者潜能，在心理上鼓励患者，帮助患者建立信心，

促使患者主动参与到呼吸康复训练当中，减少常规训练中患

者积极性不高的情况，有效改善患者肺功能。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施赋能以后，观察组患者的呼吸

频率、血氧饱和度和日常生活功能评分数值均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赋能呼吸康复训练辅助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康

复患者能有效改善肺功能，促进患者身体全面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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