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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康复训练护理对肺部肿瘤患者肺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韦利利
河池市人民医院 肿瘤一病区 547000

摘要：目的：对肺部肿瘤患者实施肺康复训练护理内容，并对其在患者肺部功能、生活质量方面产生的效果进行研究

与分析。方法：随机抽选我院肺部肿瘤患者52名进行研究，抽选时间2019年 4月 ~2020年 11月，随机将其划分为X组（观

察组）与Y组（对照组），每 26 名患者为一组。对X组患者实施肺康复训练护理内容，对Y组患者实施一般护理内容。

将X组与 Y组患者接受护理工作后肺部呼吸功能状况、生活状况进行比较。结果：对比X组与 Y组患者接受护理工作后

的肺部呼吸功能状况，X组患者 FEV1 指标检结果为（2.05±0.19）L，FVC 指标检测结果为（3.03±0.26）L，FEV1/FVC

指标计算结果为（78.17±8.24）%；Y组患者 FEV1 指标检结果为（1.32±0.41）L，FVC指标检测结果为（2.15±0.44）L，

FEV1/FVC 指标计算结果为（68.57±9.34）%；X组患者肺部功能组更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 X组与 Y组

患者接受护理工作后的生活表现进行评价，X组评价结果为（92.75±5.48）分；Y组评价结果为（80.13±6.98）分；X组

患者生活状况更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肺部康复训练护理的实施，能够促进肺部肿瘤患者恢复肺部功能，

并改善患者生活状况，对肺部肿瘤患者而言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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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肿瘤疾病在肿瘤临床中具有较高的患病概率，如

果患者未得到及时有效治疗工作，患者将会受到生命威胁。

医学临床中，一般给予肺部肿瘤患者手术治疗工作，但是该

治疗工作将会对患者术后呼吸状况、生活状况等产生较大影

响。因此为改善术后患者身体状况，提升患者生活水平，本

文将对我院 52 名肺部肿瘤喊着进行肺康复训练护理应用价

值研究工作，具体内容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选我院肺部肿瘤患者 52 名进行研究，抽选时间

2019 年 4 月 ~2020 年 11 月，随机将其划分为 X 组（观察组）

与 Y 组（对照组），每组各有患者 26 名。X 组患者男女比

例 15：11，年龄平均（53.81±2.18）岁；Y 组患者男女比

例 14：12，年龄平均（54.73±2.68）岁。两组患者一般资

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本次研究对 X 组患者实施肺康复训练护理内容，对 Y

组患者实施一般护理内容。具体如下：

1.2.1Y 组（对照组）

患者住院接受治疗工作期间，护理人员需要为患者建

立生命监测系统，并时刻关注患者身体健康状况。根据患者

护理需求给予患者护理工作，护理期间如果发现患者具有不

良情绪表现，需要及时疏导患者心理，同时保持病房内部环

境适宜。

1.2.2X 组（观察组）

（1）心理护理。患者在手术治疗工作后，部分患者对

治疗工作持怀疑态度，导致患者治疗后出现过度担忧、自备

等情绪表现。当患者情绪表现不佳时，患者免疫能力将会逐

渐下降，不利于患者恢复健康。并且患者情绪将影响到患

者对医嘱内容的遵从状况，不利于护理人员顺利开展护理工

作。护理期间，护理人员需要关注患者情绪表现，如果发现

患者呈悲观情绪状态，则需立即对患者进行疏导工作，主动

展开对话内容，引导患者倾诉自身不安、担忧等，并通过鼓

励性话语给予患者心理支持，使得患者能够逐渐缓解其紧绷

情绪状态，便利护理人员与患者展开有效沟通。通过面对面

讲解的方式仔细为患者讲述肺康复训练护理内容，并强调患

者需要给予的配合内容，使得患者明确自身职责 [1]。

（2）疼痛护理。康复训练期间，训练工作将会增加患

者身体负担，使得患者出现较为强烈的疼痛感知。如果患者

身体条件允许，可以使用部分镇痛药物缓解患者疼痛感知，

提升患者护理体验。且在训练之前，提前告知患者可能出现

疼痛感知，使得患者具有一定心理准备。通过按摩的方式缓

解患者疼痛状况，使得患者拥有更为舒适的护理体验 [2]。

（3）呼吸护理。在护理人员指导下，患者需要在早晨

与晚间时候进行呼吸训练。训练之初患者需要在 2 秒时间内

完成吸气动作，随后缓慢将气体呼出，呼出时间控制为 10 秒。

另外指导患者呈适宜体位，患者根据自身肺容量进行吸气行

为，直至肺部不能继续吸气为止，随后保持闭气状态 2~10 秒，

最后将肺部气体缓慢呼出 [3]。

（4）运动训练。当患者完全脱离麻醉状态后，便能够

开展运动训练工作，促使患者尽快恢复身体健康。肺康复训

练内容中，以锻炼患者胸部肌肉为主，以达到改善患者肺部

功能的目的。当患者生命指标处于稳定状态后，患者能够适

当进行扩胸运动，还可以进行深呼吸训练工作。当患者恢复

下床能力后，护理人员需要指导患者进行行走锻炼，促使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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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恢复健康 [4]。

1.3 观察指标

（1）对 X 组与 Y 组接受护理工作后的生活状况进行评

价，使用生活质量评定内容进行评价工作，百分制，评分数

值与患者生活状况呈正比关系。

（2）将 X 组与 Y 组患者接受护理工作后的 FEV1 指标、

FVC 指标、FEV1/FVC 指标进行检测与计算，整理得出患者

肺部功能状况 [5]。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4.0 统计学软件对本次研究所获得的数据进

行研究分析，P<0.05 时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肺部功能状况比较

对比 X 组与 Y 组患者接受护理工作后的肺部功能状

况，X 组患者 FEV1 指标检结果为（2.05±0.19）L，FVC 指

标检测结果为（3.03±0.26）L，FEV1/FVC 指标计算结果为

（78.17±8.24）%；Y 组患者 FEV1 指标检结果为（1.32±0.41）

L，FVC 指标检测结果为（2.15±0.44）L，FEV1/FVC 指标

计算结果为（68.57±9.34）%；X 组患者肺部功能组更佳，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细情况见表 1。

表 1：X 组与 Y 组患者接受护理工作后的肺部功能状况比较

组别 例数 FEV1（L） FVC（L） FEV1/FVC（%）

X 组 26 2.05±0.19 3.03±0.26 78.17±8.24

Y 组 26 1.32±0.41 2.15±0.44 68.57±9.34

P <0.05 <0.05 <0.05

2.2 患者生活状况比较

对 X 组与 Y 组患者接受护理工作后的生活表现进行评

价，X 组评价结果为（92.75±5.48）分；Y 组评价结果为

（80.13±6.98）分；X 组患者生活状况更佳，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详细情况见表 2。

表 2：X 组与 Y 组患者接受护理工作后的生活状况比较（分）

组别 例数 生活状况评分

X 组 26 92.75±5.48

Y 组 26 80.13±6.98

P <0.05

3. 讨论

肺部肿瘤患者需要接受相应的康复训练内容，促使患

者肺部功能逐渐恢复健康。肺康复训练护理措施主要针对患

者心理、疼痛、呼吸、运动等进行干预，有护理人员对患

者进行专业呼吸训练指导工作，使得患者肺部功能能够更快

恢复。对患者疼痛感知进行干预，避免疼痛影响患者生活、

睡眠等，不利于患者恢复健康。本次研究中，X 组患者接受

肺康复训练护理内容，Y 组患者仅接受一般护理内容。研

究结果显示：①接受护理工作后，X 组患者 FEV1 指标检结

果为（2.05±0.19）L，FVC 指标检测结果为（3.03±0.26）

L，FEV1/FVC 指标计算结果为（78.17±8.24）%；Y 组患者

FEV1 指标检结果为（1.32±0.41）L，FVC 指标检测结果为

（2.15±0.44）L，FEV1/FVC 指标计算结果为（68.57±9.34）%；

X 组患者肺部功能组更佳。由此可见肺康复训练护理内容的

实施，能够显著改善患者肺部功能状况，促使患者恢复健康。

②对比 X 组与 Y 组患者接受护理工作后的生活状况，X 组

患者生活质量的评价结果显示为（92.75±5.48）分；Y 组患

者对其生活质量的评价结果显示为（80.13±6.98）分；X 组

患者生活状况更佳（P<0.05）。肺部功能逐渐恢复时，患者

自身具有的不适感等将会逐渐减轻，使得患者生活质量得以

提升。另外肺康复训练护理还将对患者疼痛感知进行干预，

缓解患者不适感，提升患者护理体验，使得患者能够快速恢

复健康状态。

综上所述，肺部康复训练护理的实施，能够促进肺部

肿瘤患者恢复肺部功能，并改善患者生活状况，对肺部肿瘤

患者而言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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