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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功能的训练对呼吸系统疾病康复的影响

刘 杨

垫江县中医院 重庆 408300

【摘 要】：探究目的则是解析呼吸功能开展训练所采用的训练方法，以 及其对呼吸系统疾病康复所造成的影响。 选
择某医院所收治的患有呼吸疾病的患者 60名，将这些 患者分为 训练组和常规组，每个 小组有 30名患者，常规组开展
的是常规训练法，训练组患者开展的是呼吸功能的训练法，对比这两 个 小组之 间的效果。 从 最终结果中 可以 看出，训
练组的患者康复概率 93.33%要比常规组的康复概率 76.67%高，所以 通过运用呼吸功能训练法的治疗效果要比常规法高，
这两 组之 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最终得出来的结论是针对呼吸系统存在疾病的患者进行呼吸功能的训练
法。 很大程度上 能够对其病情进行改善，而且 还能将患者的生命质量提高，其具有很高使用价 值。
【关键词】：呼吸功能；训练；呼吸系统；疾病康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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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analyze the training methods used in the training of respiratory func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rehabilitation of respiratory diseases. 60 patients with respiratory diseases admitted to a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thes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raining group and routine group, with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routine group carried out the routine training
method, and the training group carried out the breathing Functional training method to compare the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final results that the recovery probability of the patients in the training group is 93.33%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which is 76.67%, so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using the respiratory function training method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metho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The final conclusion is
the training method of respiratory function for patients with respiratory diseases. To a large extent, the disease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atient can also be improved, which has high us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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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呼吸功能训练则是对患有呼吸系统疾病所运
用的一 种比较典型的物理方法，这种方法除了 能够加强患
者的胸廓活动、缓解其呼吸肌功能、加强患者的肺活力和
吸氧量，同时还可能会对患者其他 系统功能造成影响，使
其康复；通过运用这种方法，操作 非常简单，且 没有创伤，
并没有额外费用支出等影响，这项方法在临 床上 得到大量
应用，而且 被很多患者接受。 所以 很多种呼吸系统疾病在
恢复时都会把呼吸功能训练当作 推动其康复的重要辅助
方法，以 下 专 门针对目前临 床实践当中 经常用到呼吸功能
训练法，而且 阐述了 呼吸训练在呼吸系统疾病当中 的实际
运用情况。

1 临床资料和训练法

1 .1 临 床资料
选择医院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 60 名，作 为 此次

探究目标。首先这些 患者都要跟我国呼吸系统疾病诊断标
准相符；其次，这些 患者和家属进行治疗前，一 定要自愿
签订同意书 。此次探究患者根据随机原则分为 训练组和常
规组，每个 小组都有 30 名，常规组的男性和女性比例在

15:15，年龄 45~84岁，平均（47.2± 2.3）岁；训练组男
性和女性分别为 16:14，患者年龄在 46~83岁，平均（48.1
± 2.4）岁，对比训练组和常规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基
本资料，其分析之 后都没有明显的差异性（P>0 .0 5），两
组数据可比。

1.2训练法
给予 常规组患者进行的是常规法，对患有呼吸系统疾

病的患者生命体征进行关注，而且 还要主 动跟其进行沟通，
通过运用更温和的语气向患者阐述有关疾病内容，从 而加
大其了 解，提高患者的自信心，更有利于 后期配合治疗。
与 此同时，在饮食方面还要进行叮嘱，患者不 能吸烟，以
免加重病情。

给予 训练组则在以 上 基础上 开展呼吸功能的训练法，
其具体如下 ：

第一 ，腹式训练法。这种方法则是加大膈肌收缩功能
和效率，是膈肌和腹肌在呼吸运动过程中 能够相互 协调，
从 而将潮气量提高、降低呼吸功耗和功能残气量、有效对
唤气功能进行调整等目标。在传统养生学当中 ，这种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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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 为 调息训练，训练过程中 有意识地对自身呼吸时间进
行把控，能够有规律且 缓缓进行呼吸，开展自我调整。 开
展这项训练时，患者可以 找个 舒适的体位，全身放松，缓
慢地做深呼吸，一 直到不 能再吸，屏住呼吸之 后用口慢慢
呼气；在开展这项呼吸法时，患者还可以 把手放在肋弓下 ，
感受这个 部位吸气时的下 沉变小，呼气时逐渐向外扩张，
有的时候还可以 把双手按在腹部等位置，将气体全部呼出；
这种训练方法则是循序渐进，慢慢加深，结合患者的病情
和体征情况暂缓训练或者重复进行训练。

第二 ，缩唇呼吸训练。这种训练方法跟非缩唇呼吸进
行对比，通过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呼气时，气道等压点能够
逐渐向气道远端推进，以 免付 出的气体小气到非常窄或者
出现陷闭，这样可以 更好将肺泡排除掉，呼出气体时间非
常长，可以 全面将体内陈友的大量气体排出，避免出现这
种现象。 开展这种训练时，患者要闭紧嘴唇细心吸气，从
鼻子呼气，缩口唇呈现口哨型，慢慢地呼吸几秒，对呼吸
的力度进行把控，这种方法能够跟以 上 所阐述的呼吸方法
共同使用。

第三 ，吸气末停顿呼吸训练法。在患者呼出气体屏气
的一 段时间内，能够更好使其吸入气体扩散，使这种气体
均匀分布，将气体的交 换率提高，这样可以 使很多萎缩肺
泡重新开张，对患者的通气功能进行有效改善。实际开展
训练时，患者要全身放松，找个 舒适坐姿，保持冷静，缓
慢进行吸气，在吸气到最后时稍微停顿一 下 ，慢慢呼气，
调整气息、呼气等；开展这项训练时，要对自身呼吸的形
态进行调整，逐渐从 浅到深慢。

第四，全身呼吸体操。 采用这种呼吸功能训练方法，
能够更好将患者的肺通气量和呼吸肌的运动提高，将肺泡
当中 的废气降低缩小，其扩张能够更好对患者的呼吸类型
进行改善，提高其呼吸效率，同时还能调整患者心理情绪
和精神状态等，这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一 项呼吸训练方法。
这种训练方法则是把腹式呼吸法、缩唇呼气和下 蹲等全身
的动作 结合起来，患者要平静地进行呼吸，采用立体、双
手压腹，手臂向上 举 、双臂下 垂，双手压腹、抱头旋转等
呼吸气训练，一 直到恢复到平静的呼吸和腹式呼吸法等。
而目前在训练时，患者可以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择运用动
作 加大其训练，或者结合自身病情舍弃一 些 动作 ，如果病
情非常严 重要避免蹲位。

第五 ，应用各种呼吸训练器。由于 目前呼吸功能训练
的不 断发展，在临 床方面也 逐渐出现很多呼吸训练器，比
如膈肌起搏器，通过运用这种器械能够使潮气量提高，在
X 光下 还能明显看到膈肌移动增加。这种方法比较适合用
于 病情严 重，无法或者不 愿意参与 到前几种呼吸功能锻炼
方法的人 员。

1.3观察指标
通过本医院所制定的问卷调查，分析观察并且 对比两

组护理效果对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所造成的影响，而且 还

要对比这两 组的满意度。
1.4统计学方法
通过运用SPSS19.0 统计学软件 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

解析和处理。 运用率（%）代 表计数资料，用（ s


x ）
表示，对比各组之 间的率，通过运用 x2检验，两 组之 间
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协议用P< 0 .0 5 代 表。

2 结果

从 以 上 探究中 可以 得出训练组恢复健康的患者有 28
名，占到 93.33%，其满意度达到 10 0 %，明显要比常规组
高；训练组患者住院时间要比常规组小，这两 组之 间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 .0 5，如表 1。

表 1 对比两 组各项情况[n （%）]

组别 例数 康复 满意
住院时
间（天）

训练组 30 28(93.33) 30 (1 0 0 .0 ) 4.1± 0 .2

常规组 30 20 (66.67) 23(76.67) 6.5± 0 .8

X 2/t - 21 .6 1 0 .1 14.2

p - < 0 .0 5 < 0 .0 5 < 0 .0 5

3 呼吸功能训练对呼吸系统疾病康复影响

呼吸功能的训练方法是能够对患者呼吸系统疾病进
行改善的重要辅助方式，而目前这种方式大量运用在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和肺癌等各项康复训练当中 ，通过众多临
床实践和研究证明可以 看出，其运用价 值非常高。

3.1 呼吸训练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康复影响
对于 慢性阻塞性的肺疾病而言，这是一 种慢性的呼吸

系统疾病，这种疾病主 要特征表现为 气流阻塞或者肺气肿，
在很多探究中 会把呼吸功能的锻炼方法运用在这项康复
训练当中 ，通过论证可以 看出患者很大的肺活量、呼吸峰
值的流速都有所改善，而且 能够有效将患者的呼吸频率降
低，有效改善呼吸急促或者短促的情况，将很多患者的生
存质量提高。在相关专 业 人 士探究中 ，定期对患者开展低
氧干预，同时还可以 运用缩唇腹式的训练方法开展训练，
能够更好对患者的肺功能进行改善，提高其血氧饱和度，
改善其生存质量。

3.2呼吸训练对肺癌康复影响
肺癌不 仅 会对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而且 还会危

及其生命，通过运用外科手术治疗，尽管能够对患者的肺
功能进行改善，同样会带来一 些 负面影响，比如将患者的
肺叶切除之 后，伤口会产 生很大疼痛、呼吸困难、费用量
和通气量越来越少等。为 了 更好对患者很多病症和体征进
行改善，临 床上 经常会过多运用辅助呼吸肌群，采用不 正
确的呼吸方法对患者开展训练，这样很容易导致患者出现
呼吸肌疲劳，不 仅 无法实现缓解病症和改善肺功能的目的，
而且 还会发生缺氧和潴留，甚至严 重的还会导致患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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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衰竭，影响其健康。所以 部分研究偏向于 呼吸功能的
训练对患者康复所产 生的影响，通过应用呼吸操训练、手
术前的健康教育和辅助咳嗽等方法，对患者开展专 业 性的
呼吸功能训练。通过实践证明，参与 训练的患者肺功能得
到有效改善，而且 患者的并发症有所调整，手术之 后的患
者，自我护理等这些 方面都要比未参与 训练的患者高，这
就表示呼吸功能训练对肺癌患者康复有着积极作 用。

3.3运用在肺间质疾病患者中
间质性的肺疾病作 为 一 种异源性的疾病，这种病变会

牵涉到肺泡壁和肺泡周围的组织，而在出现肺间质时，会
累积到肺毛细血管内皮细胞以 及肺动静脉等。因为 很多种
疾病病变除了 局限于 肺间质以 外，而且 还会伴随一 些 肺实
质时受累，因此这种也 被称之 为 弥漫性的肺实质疾病。

在一 些 探究中 表明，肺功能锻炼器对间质性的肺疾病
康复有着很大影响，通过运用这种工具，能够对患者的肺
部功能进行改善，缓解其气短以 及气急症状，有效将患者
的血氧饱和度提高，缓解其肺间质的病变等。 除此之 外，
在部分非器质性的呼吸困难当中 ，运用腹式呼吸功能训练
法能够更好避免由于 肺通气不 够而导致的呼吸衰竭问题，
对患者的安全进行维护。另外通过运用深呼吸的方法，将
患者的肺容量提高，延长其深呼吸气末时间，使患者正常
的肺组织和轻度受到损害的部分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气体
交 换，有效对患者的肺功能进行改善。运用深呼吸操还能
将患者的肺顺应性提高，将其呼吸过程中 的弹性阻力减少，
有利于 提高患者的肺活量，而且 在一 些 程度上 还能缓解其
肺间质病变。

4 小结

总之 ，本文专 门针对几种呼吸功能训练方法进行阐述，
总结这些 呼吸训练方法在呼吸系统疾病康复当中 的有效
运用。 呼吸功能训练方法是一 种无创无痛，简单便捷，而
且 不 会产 生其他 额外费用支出，其具有临 床应用价 值和意
义 ，在呼吸内科和胸外科等一 些 科室可以 将这些 方法当作
疾病康复过程和为 手术过程中 经常用到的护理方法，呼吸
功能训练法同样是很重要的一 种护理干预措施。呼吸功能
训练法可以 用在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当中 而且 具有很好的
疗效，但是因为 各类因素影响，部分探究工作 很难评价 其
实际效果，因此需要进一 步对其进行探索，把呼吸功能训
练法归纳到呼吸系统疾病康复实践当中 ，逐渐获得很多学
者共识。 另外，因为 其机制探究受到局限，在疗效评价 和
生理学指标检测当中 需要进一 步进行改善，因此在训练量

和强度方面还不 够明确，所以 要进一 步对其进行探索。对
于 呼吸功能的训练意义 而言，其主 要就是对患者进行引导
练习 ，使其能够构建有效的呼吸形态，主 要就是开展健康
教育，在此阶段中 ，护理人 员要配合医疗工作 的过程中 ，
还要将主 动性充分发挥出来，够更好体现出护理工作 的独
立职能。

对比常规法和呼吸功能训练法对呼吸系统疾病康复
所产 生的影响。 从 以 上 探究中 可以 看出，医院所收治的呼
吸疾病患者一 共有 80 名临 床资料，通过相关探究可以 获
得训练组康复患者和满意人 数明显要比常规组患者高；训
练组患者进行住院治疗过程中 的时间要比常规组小，这两
组之 间的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 （P< 0 .0 5）。 所以 要求对呼
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主 动进行呼吸功能训练法能够获得良
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 还能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对其各
类临 床症状比如气促、气短等情况进行缓解，有效缓解患
者出现的不 良情绪，很大程度上 还能将患者的运动耐力和
自理能力提高，使患者对这种疾病知识具有一 定了 解，这
样能够更好对其疾病进行把控和预防，改善其生活质量水
平。

综上 所述，针对呼吸系统疾病患者进行康复治疗过程
中 ，开展呼吸功能训练法有着重要意义 ，而且 这种方法非
常简单，没有创伤，不 需要花费很多医疗费用，这种干预
方法非常有效。通过运用呼吸功能训练法，很大程度上 能
够对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病情进行改善，提高其生命治疗，
通过运用这种方法，有着非常高的实用价 值，非常值得大
量推广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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