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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功能锻炼对围术期胸部手术患者的影响 
杨敏娟  刘欣 

(西安交大二附院  陕西西安  710000) 

摘要：在临床上胸部手术后，患者的呼吸功能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在患者胸部手术治疗前后，需要加强对呼吸功能的训练。通过呼

吸功能的锻炼能够有效的帮助患者早日康复，减轻身体的不适感。正因如此，呼吸功能锻炼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在临床上，我们通常采用

比较传统的护理方式来护理患者。由于常规的护理方式比较单一，效果不是特别好，因此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在保持好传统的

护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康复性训练。通过对患者的相关康复训练，尤其是呼吸功能康复的训练，进一步提高患者的康复效果，提高患

者自我康复的能力。胸部手术患者在治疗前后通过呼吸功能锻炼，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同时也能够进一步缩短卧床时间。

同时能够提高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有效的促进了患者在治疗之后的康复进度，因此这样的做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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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目前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疗技术水平也在不断的

提升，因此胸部手术的相关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进。虽然如此，

手术难免会对患者产生一定的创伤，而引起的疼痛，甚至患者在手

术之后出现不同程度的并发症。一些患者在手术之后会出现肺部感

染的现象，住院天数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也随之增加。因此我

们需要进一步探讨当前呼吸功能锻炼的相关内容，同时通过有效的

功能性锻炼来进一步减少患者在手术之后的不适感。在这样的基础

之上，让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同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研究者在

研究的过程中进一步发现在患者通过呼吸功能锻炼之后取得了显

著的效果，同时也得到了患者以及医生的青睐。因此，我们在分析

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探讨当前围术期胸部手术患者呼吸功能锻炼

的相关内容，通过有效的措施来提高患者的呼吸功能，从而减少由

于胸部手术给患者带来的不适感，帮助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减少并

发症的产生。因此，我们在临床治疗的过程中应当了解呼吸功能锻

炼的重要性，同时通过设计两组不同的患者来进行实验，通过常规

组合干预组来进一步判断当前围术期胸部手术患者进行呼吸功能

训练的意义。通过这样的做法来判断胸部手术后患者进行呼吸功能

锻炼的作用，从而为今后的临床治疗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 月的病人 60 例， 根据所采取的

护理方式不同将其分为常规组和干预组，各 30 例。常规组男 18

例，女 12 例；年龄 58～74 岁；干预组 男 14 例，女 16 例；年龄

62～72 岁。两组患者基本身体情况和心理情况没有明显差异（P＜

0.05），因此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在治疗方法上，采取不同的形式来开展。我们在临床治疗的过

程中应当了解呼吸功能锻炼的重要性，同时通过设计两组不同的患

者来进行实验，通过常规组和干预组来进一步判断当前围术期胸部

手术患者进行呼吸功能训练的意义。通过这样的做法来判断胸部手

术后患者进行呼吸功能锻炼的作用，从而为今后的临床治疗提供理

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对于常规组，可以通过常规的护理来开展。通过监测患者的心

率以及呼吸频率，来了解患者的状态。另一方面，环境还要保持正

常，并且医护人员也要定期对室内进行彻底的消毒，保证卫生条件

良好，进一步控制好患者的饮食情况。并且保证患者情绪上没有太

大的波动，如果患者出现心理问题，要及时采取心理干预以及心理

辅导，帮助患者保证心理稳定，情绪正常。 

在干预组，我们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开展护理。在常规组

的基础上，通过呼吸护理来帮助患者：一方面可以通过腹式呼吸，

让患者采取不同的体位来开展。患者降双手轻放于腹部，通过鼻吸

口呼的方式进行呼吸；同时以呼吸为引导，吸气时腹部向外隆起，

呼气时腹部缓缓收回。吸气的时间要控制在三秒左右，呼气的时间

要控制在五秒左右。通过这样的方式，每分钟坚持九次左右。也可

借助吹气球，呼吸功能训练器等方式来进行锻炼。可以达到很好的

康复效果，这样的活动应当在每天早上练习。时间大约在半个小时

左右。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体位操来进行护理，患者可以在医生和

护士的帮助下进行伸展运动，包括四肢的舒展。腿脚的活动，适度

的拉伸等等，也可以采取一定的静力性训练，或者通过太极拳体位

的训练来进行康复性训练，在此基础上，要时刻关注患者的呼吸频

率。这样的训练，可以放到早晨练习之后开展 30 分钟左右。采用

细化肺部呼吸功能综合锻炼，主要方法如下。术前主动告知患者呼

吸功能锻炼，如腹式呼吸可有效降低胸部伤口的张力，从而减轻疼

痛；还能够有效促进术后肺复张，预防肺部并发症的发生。亦可减

轻患者的经济负担。使患者认识到呼吸功能锻炼的重要性及必要

性。术后对患者适当进行心理疏导，通过这样的做法来进一步缓解

患者情绪的不适感，同时通过心理疏导，比如讲解成功的案例来增

加患者的自信心，减少患者的焦虑感，同时通过这样的做法能够有

效的缓解患者的恐惧感。从而提高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通过这样

的做法，能够让患者积极的配合肺部呼吸功能训练，从而能够得到

明显的效果。不仅如此，还要做好健康宣传工作，护理人员要加强

与患者进行沟通，通过有效的沟通来减少患者的顾虑，从而提高患

者的依从性，因此通过这样的做法，能够在后期帮助患者早日康复，

让患者能够更好的配合进行肺部呼吸功能训练。因此让患者能够认

识到这样的重要性，从而积极的参与进来，再制定相关计划的过程

中，需要根据患者日常爱好以及患者的基本情况来有针对性的制定

锻炼方案，才能更好的帮助患者恢复，同时这样的锻炼方案也能够

被患者所接受。在护理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让患者采取有氧运动来

提高患者的呼吸功能。通过有氧运动能够帮助患者提高心脏和肺部

功能，同时护理人员可以指导患者进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比如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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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慢跑等有氧训练，通过这样的做法来增强患者的心肺耐力。在

指导的过程中可以让患者保持匀速的呼吸，通过呼吸的调整来让患

者找到训练的方式。在治疗的过程中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让患者能

够接受这些方案，同时能够轻松应对。术后 6 h 开始呼吸功能综合

训练：指导患者深呼吸有效咳嗽，叮嘱患者以鼻吸气、缩唇呼气，

即在呼气时收腹、胸部前倾，口唇缩成口哨状，使气体缓缓呼出，

缩唇程度以患者不感到费力为宜，通过这样的做法来让患者进行恢

复，同时也能够让患者得肺通气得到显著的改善，进一步促进患者

肺部功能的康复，同时能够促进患者痰液的咳出，从而防止肺部发

生感染。在护理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指导患者正确使用呼吸训练器

来提高患者训练的效果，在指导的过程中要让训练者了解当前仪器

的使用情况，同时在使用后进行休息，通过反复的训练来提高患者

训练的效果，正确而有效的使用当前的呼吸训练器，可以显著的提

高患者腹部的顺应性。在护理的过程中进一步增加有效通气，改善

患者的呼吸功能，从而能够有效的提高患者恢复的效果，减少和预

防手术之后肺部发生并发症的可能。 

2 结果 

在实际观察的过程中发现两组不同患者在手术之后的康复程

度呈现出了差异性，同时常规组的患者在胸部手术之后，由于缺乏

功能性锻炼，往往会有产生不同的症状，会有明显的不适感，同时

呼吸功能也会有下降的趋势，与此相比，在干预组中我们发现大多

数患者在胸部手术后通过呼吸功能锻炼其肺部感染的几率降低，同

时也有效地提高了患者手术后的耐受力，促进了患者的康复。因此

通过手术前后进行呼吸功能锻炼能够显著的帮助患者康复，减少并

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通过对两组不同患者来展开调

查，发现呼吸困难等症状基本上都消除了，同时很多患者的肺部功

能都实现了有效的恢复。可以说，患者的症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

善。并发症的发作频率减少了 70%左右。我们设定并发症发作的频

率，减少 80%以上为明显效果。并发症的发作频率减少 50%~80%

之间为一般效果，如果发现没有改善，甚至出现了不好的现象，发

作次率减少了 50%以下，那么就是没有效果。另一方面，还要通过

数据比对，进一步分析出患者对护理的满意程度。 

2.1 疗效比较 

治疗后，两者分别为 76.67%、 93.33%，干预组比常规组高。 

2.2 护理满意度比较 

治疗后，两者分别为 83.33%、 96.67%，干预组比常规组高。 

3 讨论 

目前，临床上进行肺部手术的患者常常有不同程度的肺通气障

碍，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出现，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同时在

患者手术之后康复时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麻醉以及手术所带来

的创伤会导致患者手术后呼吸道内的分泌物不断增多，这也影响到

患者在手术之后的正常生活。同时在手术的过程中也会给患者带来

不同程度的疼痛感，极大的影响到了患者的体验，同时对患者的呼

吸肌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在患者手术之后，其肌肉受到一定

的损伤，那么就会极大的影响到患者的正常呼吸，导致患者的呼吸

功能下降，同时手术之后也特别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并发症。在研

究的过程中，相关专家和学者进一步分析出了当前患者在手术之后

进行呼吸功能综合训练，能够显著的降低手术并发症发生的概率，

同时在手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降低的同时，还能够显著的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因此通过有效的措施来减轻患者的疼痛感，帮助患者

早日恢复，我们需要采取呼吸功能综合训练。在常规的护理中，对

患者临床效果并不特别明显，同时通过这些呼吸功能训练能够成为

一种新型的护理模式，在制定相关计划的过程中，针对患者的具体

情况采取个性化的服务。通过对患者手术前以及手术后呼吸功能锻

炼进行有效的护理，能够帮助患者早日康复，同时在患者康复的过

程中能够让患者始终保持较为良好的精神状态，通过积极的状态来

帮助患者身体的恢复。同时在患者训练的过程中，应当按照医生的

嘱托给予镇痛药物进行治疗。能够显著的提高患者的依从性，这样

的做法也可以让患者在有效缓解疼痛的情况之下进行整体的训练，

使患者能够按照相关计划进行，从而得到更加完善的护理指导。同

时在护理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患者采取有效的指导措施，帮助患

者进行康复，让患者在训练的过程中了解到更多正确的方法，在呼

吸功能锻炼的过程中能够促进患者痰液的排出，保持肌肉的稳定

性，减轻痛感，同时也可以保持呼吸道的通畅，进一步改善患者的

通气状况。在治疗的过程中，通过有效的措施能够显著的降低患者

肺部感染的几率，有效的提高患者手术后的耐受力，帮助患者康复，

从而提高临床的治疗效果。 

在临床上，我们过去通常采用比较传统的护理方式来护理患

者。由于常规的护理方式比较单一，效果不是特别好，因此在此基

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在保持好传统的护理的基础上，要进一步

提高康复性训练，通过对患者的相关康复训练，尤其是呼吸功能康

复的训练，进一步提高患者的康复效果，提高患者自我康复的能力，

从而提升患者的呼吸效果，大大缩短了患者的康复时间。在常规的

护理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患者的舒适性，正因如此，有针对性的康

复训练就显得十分重要。在临床上，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患

者康复。正因如此，呼吸康复性训练对于患者在临床上的表现都有

着非常不错的效果，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患者康复，因此可

以大力推广，进一步帮助患者减轻伤痛，享受人生。综上所述，肺

部手术患者在临床上采用肺部呼吸功能锻炼后，在有效改善肺功能

指标的同时缩短了患者卧床时间以及住院时间，且提高了患者对护

理的满意度，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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