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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肺康复护理对病毒性肺炎患者运动耐力及 

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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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综合肺康复护理对病毒性肺炎患者运动耐力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效果。方法：将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0 月间 40 例病毒性肺

炎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组为实验组（综合肺康复护理）和对比组（常规护理）各 20 例，比较两组患者的运动耐力、生活质量评分、肺功能指标。

结果：实验组运动耐力高于对比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比组，肺功能指标高于对比组，呈 P<0.05。结论：综合肺康复护理可提高患者的运动耐力及生

活质量评分，可促进患者肺功能健康的恢复，实现最终的治疗目的，可予以广泛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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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肺炎为病毒感染呼吸道后肺部出现炎症的病症表现[1]，期间

患者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缺氧、发热、咳嗽、喘息、气促以及肺湿啰等

症状表现，该病症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主要通过飞沫、呼吸道、空气方

式传播[2]，对患者的肺功能及其身心健康的影响极大，随着病症的发展

还会引起相关并发症的产生。临床上对病毒性肺炎的治疗方法主要采用

抗病毒治疗及后期康复护理结合干预方式，达到最终的治疗效果[3]。据

相关文献查证了解到，综合肺康复护理措施可依据治疗后恢复情况，指

导患者实施适当运动锻炼，逐渐促进其肺功能的恢复。以下将综合肺康

复护理对病毒性肺炎患者的影响效果进行分析，详情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0 月间 40 例病毒性肺炎患者，采用随机

数字表法分组为实验组和对比组。实验组 20 例，男 14 例、女 6 例，34

至 62 岁，平均（48.56±3.52）岁，病程 8 至 12d，平均（10.52±2.16）d。

对比组 20 例，男 12 例、女 6 例，32 至 64 岁，平均（48.68±3.46）岁，

病程 6 至 10d，平均（8.53±2.24）d。无精神疾病；无严重合并心脏疾病；

无肝肾功能障碍；患者已签署知情同意书并予以其研究过程知情权；无

血液免疫疾病；无药物过敏史；经伦理委员会批准；一般资料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P>0.05。 

1.2 方法 

对比组：实施常规护理，监测患者体温、心率、血压等体征的变化

情况，查看患者咳出痰液的颜色变化及痰量情况，对患者使用药物后的

不良反应表现情况进行观察，期间若患者出现皮疹或皮肤瘙痒等表现时

应及时告知医生进行处理。告知患者治疗期间需多卧床休息，防止病毒

传播，于治疗后恢复期间可进行适当活动，定期开窗通风防止二次感染，

注意加减衣物避免受凉影响康复效果。予以饮食、心理干预，降低消极

情绪对其产生的影响。 

实验组：于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综合肺康复护理，患者入院后应积

极为其介绍病房环境及治疗恢复期间的活动范围规范。为患者讲解病症

特点及导致该病症产生的原因，指导患者学习七步洗手法，讲解佩戴口

罩的重要性及对自身健康恢复的影响效果，期间对患者提出的疑问进行

解答并对其心理情绪状态进行评估，期间予以患者积极鼓励并加强对其

身体状况及心理变化的关心，使其感受到关心照顾，降低焦虑、紧张等

不良情绪的影响。治疗后根据患者恢复情况指导其进行适当康复运动，

指导患者进行四肢伸展运动，每次 30min，每天三次，随后进行上下楼梯、

太极拳等运动，每周三次每次 30min。指导患者进行呼吸训练，取平卧位

后将双手放置于胸部、腹部两位置，借助鼻子吸气时将腹部隆起胸不动，

呼气时以半闭口唇的状态进行并回缩腹部，均匀控制呼吸时间及气流，

每天两次每次训练 15min。患者在进行康复训练过程中需加强对其运动标

准性的指导，防止错误的运动方式对其身心产生影响。 

1.3 观察指标 

（1）运动耐力（6 分钟步距离、10 分钟步行距离）。 

（2）生活质量评分（社会功能、生理职能、活力、总体健康）。 

（3）肺功能指标（用力肺活量、最大呼气流量、第一秒用力呼气容

量）。 

1.4 统计学方法 

P<0.05 表示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平均数±标准差代表计量资料行 t

值检验，n%表示计数资料实施卡方值，借助统计学软件 SPSS20.0 对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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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数据实施分析。 

2 结果 

2.1 运动耐力 

实验组运动耐力高于对比组，呈 P<0.05，附表 1。 

表 1  运动耐力对比 

组别 例数 6 分钟步距离（m） 10 分钟步行距离（m/s）

实验组 20 235.42±12.23 0.59±0.24 

对比组 20 214.53±12.08 0.42±0.19 

  5.434 2.483 

  0.000 0.017 

2.2 生活质量评分 

实验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比组，呈 P<0.05，如表 2。 

表 2  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对比（分） 

组别 例数 生理职能 活力 社会功能 总体健康

研究组 30 90.52±5.21 91.32±5.17 90.58±5.17 92.35±5.14

对照组 30 86.23±5.15 84.26±5.23 82.54±5.08 85.14±5.17

t  3.2075 5.2582 6.0756 5.4169 

P  0.002 0.000 0.000 0.000 

注：每项内容评分最高 100 分，分数越高患者越好 

2.3 肺功能指标 

实验组肺功能指标高于对比组，呈 P<0.05，如表 3。 

表 3  肺功能指标对比 

组别 例数 
用力肺活量 

（nomoI/L） 

最大呼气流量 

（L/min） 

第一秒用力呼气容量

（L） 

研究组 30 4.59±0.23 2.89±0.56 2.18±0.17 

对照组 30 3.62±0.51 2.14±0.81 1.98±0.08 

t  7.753 4.171 5.830 

P  0.000 0.000 0.000 

注：用力肺活量 3.0 至 5.5L、最大呼气流量 2.7 至 3.3L/min、第一秒

用力呼气容量 1.5 至 2.5L 

3 讨论 

受到换季影响，病毒性肺炎会在该期间出现暴发性感染[4]，主要由

上呼吸道病毒感染为主，逐渐向下蔓延直至肺部炎症为主，期间患者的

临床表现为发热、头痛及全身酸痛、干咳等。除此之外该病症同感染途

径、患者的年龄及其自身免疫能力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5]。可通

过呼吸道飞沫、接触性传播及粪便传播，该病症会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

随着病症的不断加重将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临床上对该病症的治疗方

法主要使用抗病毒药物对病毒进行控制管理[6]，实现对病毒的抑制消杀

效果，从而达到治疗效果，期间配合相应护理措施，逐渐促进患者肺功

能健康的恢复，达到治疗目的。常规护理措施主要针对患者血压、心率、

呼吸频率等体征指标变化情况的监测护理，无法顾及患者肺功能恢复训

练。据相关文献查证了解到，综合肺康复护理措施能够通过主动同患者

沟通交流[7]，为其讲解疾病产生的原因及相关注意事项，提高患者对病

症的了解度，加强对其心理情绪的评估不断予以积极鼓励逐渐强化患者

的治愈信心，从而提高护理依从性。依据最终治疗效果，卧床休息期间

依据患者具体情况，指导其进行四肢伸展训练，逐渐促进四肢肌肉及运

动功能的恢复。随着四肢力量及肺部健康的恢复，指导患者实施呼吸训

练及运动康复训练，例如进行上下楼梯、太极拳等运动内容，逐渐促进

其肺功能的有效恢复，从而达到理想治疗目标。本研究以综合肺康复护

理为研究方法后将护理结果比较可见，实验组的运动耐力高于对比组，

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比组，肺功能指标优于对比组，呈 P<0.05；充分表

明了综合肺康复护理措施的采用，可逐渐提高患者的运动耐力及生活质

量，能够促进患者健康的有效恢复实现最终治疗目的。 

综上所述，综合肺康复护理对病毒性肺炎患者运动耐力及生活质量

的影响效果显著，可于相关疾病治疗护理过程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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