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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呼吸康复训练对 COPD患者的临床疗效

胡柳柳

湖南省康复医院 湖南 长沙 410000

【摘 要】：目的：探究分析多元呼吸康复训练模式对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于 2021
年 2 月至 2022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共 10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按照电脑盲选的方式，将 100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呼吸康复训练模式进行干预；观察组采用多元呼吸康复训练模式进行干预。

对比分析对照组与观察组的肺功能变化情况、患者对多元呼吸康复训练的满意度以及生活质量。结果：观察组在肺功能变化

情况、患者对多元呼吸康复训练的满意度以及生活质量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对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采用多元呼吸康复训练模式进行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患者肺功能变化情况以及生活质量，同时能够显著提升患者对多元呼吸

康复训练的满意度，在实际应用中具有优良的效果，值得推广与应用。

【关键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多元呼吸康复训练；肺功能变化情况；生活质量

Clinical Effect of Multiple 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on COPD Patients

Liuliu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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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ultiple 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mode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Methods: A total of 100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1 to February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computer blind selection, 10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intervened by conventional 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mod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intervened by multivariate 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mode. The changes of lung function,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multi-breath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betwee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pulmonary function changes,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multivariate 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and quality of life, P<0.05. Conclusion: The intervention of multiple 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mod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hanges of lung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ith multiple 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which has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 excellent effect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Multiple 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Pulmonary function changes; Quality
of life

前言

本文将选取于 2021 年 2 月至 2022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

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共 10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

探究分析多元呼吸康复训练模式对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患者的临床疗效，详情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于 2021 年 2 月至 2022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老年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共 10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按照电

脑盲选的方式，将 100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

照组患者共 50 例，男性患者共 20 例，女性患者共 30 例，

年龄为 54-76 岁，平均年龄为（56.01±2.13）岁；观察组患

者共 50 例，男性患者共 21 例，女性患者共 29 例，年龄为

55-77 岁，平均年龄为（56.11±2.20）岁。对照组与观察组

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中（P＞0.05），具有

可比性。

纳入标准：（1）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及家属均已同意

参与本次研究；（2）本次研究经本院审核通过。（3）经诊

断确认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均符合呼吸康复训练条件。

排除标准：（1）中途退出本次研究的患者；（2）精神

障碍、沟通障碍、配合度低的患者；（3）存在心扉功能衰

竭等类型的患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方法

遵循我院各项规章制度，根据患者实际情况予以其常规

呼吸康复训练模式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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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观察组方法

（1）组建专业的多元呼吸康复训练护理小组，选取经

验丰富的人员担任小组组长，参与护理前集中对小组内的人

员进行培训、完善相关措施，规范干预流程，深入优化小组

内成员的技术水平与综合素质，整体提升护理小组的质量。

由多元呼吸康复护理小组制定相应的训练计划，计划制定完

成之后，交由相关医师进行内容的修订，确保计划的科学性

以及合理性，同时由多元呼吸康复训练小组制定出相应的应

急方案，确保在患者出现意外情况时，能够及时采取有效措

施对患者进行干预，保障患者在干预期间的安全性。

（2）指导患者进行缩唇呼吸、腹式呼吸以及呼吸操等

呼吸康复训练，首先采用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一对一的教学

模式对患者进行指导，过程中加强耐心，确保患者能够掌握

各项训练的核心要领。教学结束后，开展相应的呼吸康复训

练讲座，通过使用小视频、PPT 等、发放文字性知识手册等

方式，再一次集中多患者进行相关训练的指导工作，加深患

者的记忆。在此过程中应特别注意，由于患者均为老年患者，

大多数患者存在记忆能力、理解能力相对较差的情况，如果

在此期间只是单纯的对患者采用口头宣教或是发放文字性

知识手册的方式对患者进行引导，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因

此可采用小视频结合 PPT 的宣教模式对患者进行指导，帮助

患者进行相关内容的理解，加深其对于相关知识的记忆，在

确保宣教的有效性的同时，提升患者在训练期间的配合度，

同时告知患者档期存在疑问时，可及时寻求相关护理人员的

帮助。

（3）引导患者进行每日的呼吸康复记录，指导患者将

每日的呼吸康复次数、时间、呼吸深度等内容进行相应的记

录，根据患者自身的记录以及相关护理人员的记录，将病情

相似的患者进行分组，采用分组训练的方式进行，便于患者

之间的互相交流，提升恢复质量。

（4）多元呼吸康复训练期间，可开展相应的病友交流

会，引导患者在交流会中细致的分享自己的训练心得以及经

验，同时可邀请恢复情况较好的患者进行现身说法，进一步

分享相关经验，使得患者明白优良的恢复效果需要持续性的

坚持训练，帮助患者建立早日康复的信心，提升患者在训练

过程中的依从性，进而保障患者的恢复效果。

在患者出院后，添加患者家属微信以及患者联系方式，

组建相应的微信群，以每周 2 次的频率在群众发送提前制作

好的恢复护理小视频，供其学习，确保患者出院后的恢复效

果，同时以每月 1次的频率对其进行电话回访，督促其注意

自身身体状况，且定期到医院接受各项相应的检查，确保回

访的有效性。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的肺功能变化情况、患者对多元呼吸康复训练

的满意度以及生活质量，其中包括：FEV1/FVC 指标以及

FEV1 占预计值百分比，满意度总共分为 3 个评价指标，分

别为：满意、基本满意以及不满意，满意度=满意例数以及

基本满意例数之和与总例数之间的比值；生活质量由相关护

理人员采用 SGRQ调查问卷进行数据的收集，其中包含患者

症状、活动能力、实际影响等方面的问题，总分为 100 分，

分数越低表示患者的生活质量越好；数据均由研究期间搜集

整理得出。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17.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并以（ sx  ）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照组与观察组肺功能变化情况

对比两组的肺功能变化情况，组间对比：观察组优于对

照组，组内对比：康复后优于康复前 P＜0.05，详情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对照组与观察组肺功能变化情况对比表（ sx  ）

组别 FEV1/FVC 指标
FEV1 占预计值百

分比

对照组康复前 58.80±4.30 54.40±5.75

对照组康复后 49.70±5.54 41.67±4.10

观察组康复前 61.39±6.20 55.66±3.62

观察组康复后 53.37±5.94 39.43±3.31

2.2 对照组与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

经护理干预后，对比分析对照组与观察组的生活质量评

分，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中（P＜0.05）。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详情如下表 2所示：

表 2 对照组与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表（ sx  ）

组别
例

数

社交心理

评分

活动能力

评分

临床症

状评分
总评分

对照

组
50

（72.83

±5.43）

分

（74.04

±4.51）

分

（68.79

±5.80）

分

（70.03

±5.00）

分

观察

组
50

（65.70

±4.50）

分

（63.49

±3.01）

分

（57.63

±4.99）

分

（61.67

±3.58）

分

t - 7.149 13.758 10.314 9.613

P - 0.001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属于一种以气流阻塞为特征的慢性

支气管炎，随着病情的进一步发展，若患者未能得到及时有

效的治疗干预措施，则存在极大的可能使得患者病情进一步

发展为肺心病或是以呼吸衰竭为特征的常见慢性疾病。据相

关资料显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与有害气体以及有害颗粒的

异常炎症反应具有密切的关联，其中高致残率以及高病死率

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据相关文献显示：

在全球范围之内，40 岁以上的群体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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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在 9%左右[1-2]。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发病因素现阶段暂无

确切的定义，一般情况下认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发病因素

类似于阻塞性肺气肿的发病因素，现阶段已确认的发病因素

大致可将其分为两类，分别为：外界因素以及患者自身因素。

外界因素：如吸烟、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的养成，粉尘类物

质或是有毒有害类化学物质的吸入，长期处于空气污染严重

的区域，或是长期存在营养状况不佳的情况等。患者自身因

素：如遗传因素、患者自身存在气道高反应性的情况，在患

者新生儿时期或是儿童时期存在肺部发育不良等方面的因

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属于老年群体中较为常见的疾病，严

重的威胁着患者的生命健康[3-4]。

经过长期的探索与研究，现阶段呼吸康复训练的效果已

经得到多方面的肯定，引导患者进行相应的呼吸操训练，在

提升患者呼气时间的同时，能够显著提升患者的呼气阻力，

使得患者处于呼气过程中时，使得气道等压点能够向中心气

道方向移动，避免了小气道出现过早陷闭的情况，进而使得

患者的内源性呼气末正压得到消除，通过改善患者吸入气体

的分布以及低氧状态，提升气体的交换效率，降低患者在吸

气过程中的吸气肌的消耗，有效的避免了患者出现呼吸肌疲

劳的现象。通过高质量的多元化呼吸康复训练，能够有效的

加强患者的呼吸肌以及膈肌的能力，通过进一步的提升患者

的呼吸动力来达到建立正常呼吸的目的[5]。

综上所述，对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采用多元呼吸

康复训练模式进行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患者肺功能变化情况

以及生活质量，同时能够显著提升患者对多元呼吸康复训练

的满意度，在实际应用中具有优良的效果，值得推广与应用，

本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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