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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康复护理研究进展运动康复护理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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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动康复不仅可以改善患者心肺功能、紧张焦虑状态、生活质量等，还可以增加机体抵抗力，增加患者的术

后归属感及依从性。对于手术患者而言，科学有效的运动方案指导对术后康复意义重大。运动康复护理主要是通过护理人

员对患者进行运动风险评估，制定运动方案，患者通过康复锻炼逐渐恢复生活能力，改善心血管不良危险因素，增强运动能力，

促进生理心理的健康。现将国内外关于运动康复护理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医护人员开展运动康复护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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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rts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s mainly to assess the exercise risk of patients through nurses and formulate exercise plans. 

Patients gradually recover their living ability through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improve adverse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enhance 

exercise ability and promot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sports rehabilitation 

nursing at home and abroa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medical staff to carry out sports rehabilitation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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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运动康复护理在我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最早

在我国范围内，将运动康复应用于患者日常身体的活动以

及心血管患者的恢复过程之中。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运

控康复护理的应用范围以及频率出现了明显的提升，如在

心脑血管疾病、骨折等领域的应用频率逐步提升。在实际

落实的过程中，需要由相关医护人员充分掌握患者的实际

病情状态，落实全方位的风险评定，消除患者在恢复过程

中的危险因素，确保其恢复质量的可持续提升。进而为其

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运动康复护理方案。如：引导患者在

恢复期间，通过借助训练器材或是不借助训练器材，开展

具有科学性、计划性且遵循循序渐进原则的运动康复训练。

通过长期的应用发现，此类干预方式，能够使得患者的生

理以及心理状态得到显著的改善，最大程度的改善患者预

后，确保其恢复质量。现阶段常用的运动康复方式涵盖了

多方面的内容，如：悠扬训练、阻抗训练以及平衡训练等，

其中多数学者认为，有氧训练属于运动康复护理的核心内

容。国外有研究显示：在患者恢复期间，引导其每日开展

＞ 20min的康复训练，能够有效促进患者心肺功能的恢复。

对于患者自身来说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运动康复早期主要

应用在心脏康复患者中，随着加速康复理念的提出，运动

康复也逐渐适用在外科手术患者中。不同疾病患者的运动

康复理念不同，现将国内外关于运动康复护理研究现状进

行综述，以期为临床医护人员开展运动康复护理提供参考。

1 1 运动康复安全性运动康复安全性

运动康复最初在心血管疾病的应用中，其安全性备受

大家关注，运动康复的安全性已经得到多方面研究证实 [6,7]。

国外一项 136家医院参与的心脏康复大型研究发现，参与

心脏康复组的威胁生命的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被控制于

5%以下，显著低于未参与心脏康复组 [7]。在很大程度上说

明了，通过予以心血管疾病患者具有针对的运动康复训练

能够有效的降低患者在恢复期间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保障

患者的安全以及恢复效果。运动康复护的效果不仅局限于

此，在异响研究中显示：研究人员通过予以肝硬化患者运

动康复干预，有效的降低了患者出现消化道出血的机率，

对于患者自身来说意义重大，在确保其生命健康的同时，

缩短了其恢复时间 [9，10]。加速康复外科中国专家共识及路

径管理指南（2018版）中提到对于接受手术的患者来说，

落实术后尽早进食以及早期的康复训练，可显著降低患者

并发症发生率，同时此类康复措施对于患者呼吸系统以及

胃肠道等系统的恢复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有循证证据

显示，肝切除术患者术后早期运动是安全有益的 [11,12]。

2 2 运动康复的益处运动康复的益处

2.1运动康复有利于增强心功能

有氧运动训练可以使冠状动脉的结构和功能得到改善，

冠状动脉侧支循环逐步建立，冠状动脉血栓得到稳定 [13]。

对于冠心病患者而言，运动康复有利于促进心脏侧支循环

的建立，改善缺血的心肌灌注，促进心脏功能的恢复，有

效缩短患者的卧床时间和住院时间。许艳梅 [14]等通过对

PCI术后患者进行运动康复治疗，结果显示术后 3个月、6

个月运动康复组患者的心功能水平显著高于常规组。

2.2运动康复有利于提升运动能力

有研究证实，冠心病患者 PCI术后的康复运动可以提

高总运动时长，增强最大运动耐力 [15]。例如在一项研究中

显示：研究人员通过选取脑卒中偏瘫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引导患者在恢复过程中落实翻身训练、吞咽训练、上下楼

梯训练以及语言功能等训练，发现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得

到了显著的改善，同时在患者的自理能力方面同样获得了

显著的改善。认为运动康复护理不仅能够改善患者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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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以及生活质量，同时对于减轻家庭负担方面同样具有

积极的意义 [16]。

2.3运动康复有利于改善心血管危险因素

通过予以心血管疾病患者早期的运动康复护理，能够

使得患者血压指标以及血脂指标得到显著的改善。在国内

一项研究中指出：通过选取冠心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引

导患者落实长期的运动康复训练，在完成研究之后发现，

患者的血压指标、血脂指标以及 BMI指标均得到了显著的

改善，且通过长期的运动训练，多数患者成功戒烟，养成

了优良的生活习惯，对于患者的身心健康均具有重要的意

义。

2.4运动康复能改善患者癌性疲乏，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现代医学认为，运动康复可作为肿瘤患者围手术期功

能恢复的重要治疗手段，不仅能改善患者心肺功能、癌因

性疲乏、生活质量、紧张焦虑等生理状态 [18]，也可以提高

患者机体免疫功能，增加术后归属感和支持感 [19]。此外，

手术患者术后早期活动可促进肠蠕动、促进胃肠道功能恢

复，减少肺部并发症和静脉血栓形成，利于膀胱功能恢复。

3 3 国内外运动康复护理研究现状国内外运动康复护理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运动康复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40年代，最先

运用的领域是心脏康复，从此人们逐渐意识到运动对心血

管疾病的重要意义 [20]。20世纪 80年代，国外发达国家早

已开始应用运动康复护理，最早将其应用于心血管疾病患

者群体之中，特别是在心衰领域中主要关注在患者的生存

率，生活质量，活动能力以及血压等指标的变化。国内在

运动康复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80年代，主要开始在心脏康

复方面的探索。随着《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运动康

复专家共识》[22]的发布，心脏运动康复理念逐渐得到推广

和普及。有学者研究表明，有效的运动康复护理能够增加

患者冠脉血流量，有助于心功能的恢复 [23]。运动康复在改

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方面具有显著效果，适时的运

动康复护理可以降低慢性心衰患者的心率，提高患者的心

脏射血分数，提高患者 6min步行距离，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运动康复在慢性心衰、冠脉移植术、心肌梗死 PCI术

后等心脏康复方面都有良好的效果。运动康复不仅仅局限

于心血管系统，有研究表明，运动康复护理可以有效改善

肺结核患者呼吸功能状态及肺通气功能，增强运动耐力，

提高患者康复效果 [15]。早期运动康复护理对于下肢骨折治

疗后的患者可以达到预防术后关节僵化，促进骨折愈合的

效果。运动康复作为慢性病管理的重要手段，对于肝硬化

患者运动康复效果依旧显著。对脑卒中患者而言，急性期、

低强度、重复锻炼可以促进血管新生，改善脑组织血液循

环，保护血脑屏障，使患者活动更好的运动能力，也说明

早期运动康复护理在脑卒中患者中的应用也取得较好的疗

效。同时运动康复护理有助于改善老年慢性疾病如高血压、

高血脂、糖尿病等患者的生活质量。有研究显示，肝硬化

患者进行运动康复疗法可改善其活动耐力、肌肉力量、虚

弱状态 ,降低肝静脉压力梯度、门静脉宽度 ,并提高健康生

活质量 [24]。运动康复护理在颈椎病患者中也同样适用，可

以有效改善患者疼痛及颈椎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25]。

运动康复护理不仅适用于慢性疾病患者，在外科围手术期

患者的应用效果显著。有学者 [26]证实运动康复护理路径可

以有效促进疾病恢复和预后，对患者焦虑情绪和护理满意

度等多个指标有积极影响。吴颖 [27]等通过制定早期活动、

早期康复运动计划可以有效降低达芬奇机器人肺叶切除病

人的术后并发症，促进患者的康复。王艳乐 [28]等通过制定

个性化运动方案可以有效促进肝癌患者术后胃肠功能恢复。

4 4 小结与展望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运动康复护理是当今的研究热点，也是护

理关注的重点，它不仅应用于心血管系统疾病、慢性疾病

的管理，同时也逐渐广泛运用到外科手术患者围手术期的

康复中，并取得显著效果。完整的运动方案应包括运动前

的评估、运动中监测，以及运动四要素（运动、方式、时间、

强度、频率）等内容 [29]。国内对于运动康复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运动的建立。科学的运动指导方案是患者进行运动的

前提和基础，关于围手术期患者运动康复护理国内外发展

不均衡，尚未形成统一方案。国外侧重于医疗研究，暂未

搜索到路径式护理研究报道。国内仅搜索到几篇运动干预

相关的文献报道，缺乏统一整体完善的实施方案，构建运

动康复护理的指南为临床护理人员提供统一标准是我们努

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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