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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例 分 析

心肺康复对冠脉搭桥术后患者肺功能的影响
张　旭

（廊坊卫生职业学院　河北　廊坊　065001）

【摘　要】目的：本文研究心肺康复对冠脉搭桥术后患者肺功能的影响。方法：选择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4 月为研究时间。
研究对象纳入我院 48 例冠脉搭桥术后患者。在研究时间前期为患者予以单纯的常规护理，患者归入对照组。在研究时间后期为
患者予以常规护理和心肺康复护理，患者归入研究组。每组患者数量均为 24 例。护理时收集患者的肺功能指标水平以及对护理
工作的满意程度等数据。结果：在护理前所有患者肺功能指标水平数据无统计学差异。通过不同的护理方法，研究组患者肺功能
指标水平的数据明显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研究组患者对护理干预的满意率：1 例（4.17%），
对照组患者对护理干预的满意率：7 例（29.17%）。研究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程度高出对照组，数据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冠脉搭桥术后患者在接受护理时，通过心肺康复干预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肺功能水平，提高护理质量。这一护理方法效果
十分显著，应当在实际的冠脉搭桥术后护理中进行借鉴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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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脉搭桥手术是一项较为有效的治疗方法，在术后需要为

患者进行积极、合理的护理干预，改善患者的肺功能水平。因此，

本文将针对心肺康复对冠脉搭桥术后患者肺功能的影响展开分

析。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4 月为研究时间。研究对象纳入

我院 48 例冠脉搭桥术后患者。在研究时间前期为患者予以单

纯的常规护理，患者归入对照组。研究组患者一般资料：男性：

13 例、女性：11 例，平均年龄：（54.7±7.2）岁；对照组患

者一般资料：男性：14例、女性：10例，平均年龄：（54.1±7.3）

岁。

通过统计学方法对冠脉搭桥术后患者一般资料分析。可以

看出两组冠脉搭桥术后患者一般资料的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为患者进行健康宣教、用药指导、

饮食干预等护理。

研究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进行心肺康复干预。心肺康

复干预：第一，呼吸训练干预。指导患者通过腹部进行呼吸，

引导患者采用半卧位，通过鼻子缓慢吸气，在呼气时腹部缓慢

下降，每天 3 次，每次 15 分钟 [1]。第二，运动训练。在患者

有活动能力后，指导患者进行床旁活动以及户外运动。根据患

者身体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运动方案。第三，为患者进行心理

干预，通过交流和沟通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和负面心理状态，

引导患者听音乐、观看娱乐节目等方式缓解心情。

1.3 观察指标

护理时收集患者的肺功能指标水平以及对护理工作的满意

程度等数据。肺功能指标包括：用力肺活量、一秒呼气容积、

一秒呼气量与力肺活量比值。对护理工作的满意程度通过量表

采集数据，患者评分整理为：非常满意、一般满意、不满意。

患者满意率：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通过统计学计算软件 SPSS20.0 对所有患者采集到的数据进

行分析。利用率（%）表示患者满意率的计数信息，使用卡方检验。

利用±标准差来表示肺功能指标水平的计量资料，经 t检验。

判定统计学差异的标准为 P＜ 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肺功能指标水平对比分析

在护理前所有患者肺功能指标水平数据无统计学差异。通

过不同的护理方法，研究组患者肺功能指标水平的数据明显优

于对照组，数据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表 1 为患者

肺功能指标水平对比分析。

2.2 两组患者满意率数据对比

研究组患者对护理干预的满意率：1 例（4.17%），对照

组患者对护理干预的满意率：7 例（29.17%）。研究组患者

对护理工作满意程度高出对照组，数据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

3 讨论

心肺康复干预是一种针对患者心肺功能恢复的干预方法，

通过有计划的训练可以进一步引导患者改善身体素质，对于冠

脉搭桥患者的术后恢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数据计算分

析后发现：在护理前所有患者肺功能指标水平数据无统计学差

异。通过不同的护理方法，研究组患者肺功能指标水平的数据

明显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

研究组患者对护理干预的满意率：1 例（4.17%），对照组患者

对护理干预的满意率：7 例（29.17%）。研究组患者对护理工

作满意程度高出对照组，数据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冠脉搭桥术后患者在接受护理时，通过心肺康复干

预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肺功能水平，提高护理质量。这一护理

方法效果十分显著，应当在实际的冠脉搭桥术后护理中进行借

鉴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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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两组患者肺功能指标水平对比分析

组别 n 用力肺活量（L） 一秒呼气容积（%） 一秒呼气量与力肺活量比值（%）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24 2.34±0.52 3.61±0.47 60.41±5.12 86.57±4.27 56.31±4.37 64.87±4.37

对照组 24 2.47±0.41 2.73±0.64 60.32±4.78 71.29±5.33 55.79±5.01 58.64±5.38

p ＞ 0.05 <0.05 ＞ 0.05 <0.05 ＞ 0.05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