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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康复护理对颈髓损伤患者呼吸功能的影响探讨 
The influence of 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n respiratory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inal cord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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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在颈髓损伤患者中实施与呼吸系统相关的康复护理，以评估其对呼吸功能的影响。方法：选择了 38 例颈髓损伤患者，并将其

分为两组，其中 19 人接受常规护理和康复治疗（对照组），另外 19 人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添加了呼吸系统康复护理（观察组）。对两组患者在

接受护理前后 90 天的呼吸功能指标变化进行了评估和比较。所得数据经过 SPSS 13.0 进行统计处理，采用 t 检验进行分析。结果：观察组和对

照组的相关数据比较表明，观察组的呼吸功能得到了显著改善。结论：通过针对呼吸系统的综合康复护理，能够有效改善颈髓损伤患者的呼吸

功能。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spiratory system-related rehabilitation care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inal cord injury to assess its 

effect on respiratory function. Methods: 38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ord injury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19 received usual care and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control group) and 19 added 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care (observation group). Changes in measures of respiratory function at 

90 days before and after receiving care were assessed and compared. The resulting data were statistically processed by SPSS 13.0 and analyzed by the 

t-test. Results: Comparison of relevant data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and control groups showe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respiratory fun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care for the respirato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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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髓损伤是指颈椎骨折、脱位或压迫等原因导致颈髓受损的一

种严重的脊髓损伤。颈髓损伤患者常常伴随着呼吸系统功能障碍，

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和康复进程。呼吸系统康复护理作为一种重要

的护理干预手段，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改善颈髓损伤患者的呼

吸功能和康复效果。目前，关于呼吸系统康复护理对颈髓损伤患者

呼吸功能的影响，尚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呼

吸系统康复护理对颈髓损伤患者呼吸功能的影响，并进一步明确康

复护理在颈髓损伤患者中的作用和意义。通过对颈髓损伤患者进行

呼吸系统康复护理干预，包括呼吸肌锻炼、呼吸训练、呼吸辅助装

置的应用等，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呼吸功能，增强呼吸肌力量和耐

力，提高患者的呼吸效果和通气量，降低呼吸困难和呼吸衰竭的风

险。此外，呼吸系统康复护理还可以促进胸廓活动度的恢复，改善

患者的肺功能和气体交换，进一步提高患者的呼吸功能和生活质

量。本研究的结果有望为颈髓损伤患者的康复护理提供科学依据和

指导，为制定个体化、有效的康复护理方案提供参考。同时，也有

助于增加对颈髓损伤患者呼吸系统功能障碍的认识，提高护士和医

疗团队的康复护理水平，提升颈髓损伤患者的康复效果和生活质

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了 38 名颈髓受损患者。这些患者需满足以下纳

入标准：（1）患者应处于神智清醒状态，并且病情已稳定。（2）

除颈髓受损外，不应存在其他复合伤或肋骨骨折等并发症。这 38

名患者中，男性患者 23 名，女性患者 15 名，年龄分布范围在 22

至 61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1.9±21.2）岁。颈髓受损的范围涵盖

C4 至 C8 之间的不同水平，最长病程为 28 天，最短为 8 天。根据

ASIA（2000 年国际标准），患者被分为完全损伤（11 名）和不完

全损伤（27 名）两类。在随机分组的过程中，这些患者被随机分配

到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含 19 名患者。两组患者在各个与研究

无关的条件方面的差异，在统计学上均未显示出显著意义

（P>0.05）。 

纳入标准：患者必须保持神智清醒状态，且病情已达到稳定阶

段、患者的颈髓受损为主要疾病，不伴随其他复合伤或肋骨骨折等、

年龄在 22 至 61 岁之间、损伤水平位于 C4 至 C8 之间、按照 ASIA

（2000 年国际标准）分类，包括完全损伤和不完全损伤。 

排除标准：患者处于昏迷状态或精神错乱，无法提供合理配合、

存在其他严重并发症，如感染、全身器官功能不全等，影响康复治

疗的进行、具有严重心血管疾病或呼吸系统疾病，影响康复治疗效

果。 

1.2 呼吸系统康复护理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上的相关康复功能训练和护理。观察组增加对

应的系统性全面性呼吸系统康复护理干预，实际具体所采用的方法

如下。 

1.2.1 教育 

在本研究中，我们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了有关呼吸训练重要性

的教育，以促使他们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呼吸康复护理。所提供的教

育内容主要涵盖肺部构造、呼吸操作的重新训练以及运动的重要

性。我们采用了多种教学形式，包括提供知识手册、医护人员在床

边进行示范，以及患者的积极参与等多个方面。在教育过程中，我

们特别强调了以下内容：（1）肺部构造的理解：详细介绍了肺部

的构造和功能，使患者及其家属了解呼吸系统的重要性，以及如何

通过康复护理来改善呼吸功能。（2）呼吸操作的再训练：向患者

及其家属解释了呼吸操作的重要性，如深呼吸、腹式呼吸等，并指

导他们如何正确进行呼吸训练，以增强肺活量和呼吸肌肉的功能。

（3）运动的重要性：强调了适当的运动对于呼吸康复的重要性。

通过运动，患者可以增强肺功能，提高氧气吸收能力，并改善整体

健康状况。为了确保教育效果，我们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首先，

我们向患者及其家属提供了详尽的知识手册，让他们可以随时查

阅。其次，我们的医护人员通过床边示范，直观地展示了正确的呼

吸操作和训练方法。最重要的是，我们鼓励患者积极参与，让他们

亲身体验并练习所学的呼吸训练方法。 

1.2.1 重建生理性的呼吸模式——腹式呼吸 

腹式呼吸训练是一种有效的康复护理方法，主要步骤如下：首

先，患者保持仰卧状态，医护人员将左手放在患者的胸部位置，右

手放于其上腹部。其次，患者应尽可能保持腹部的静止状态。在呼

气时，医护人员使用右手将患者的腹部朝着胸部和背部方向进行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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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帮助膈肌回复。而当患者吸气时，腹部则会鼓起，右手顺势上

升。此外，患者需要注意深吸气和慢呼气，一般吸气时间为 2 秒，

呼气时间为 4-6 秒。呼吸时间比应为 4:2，每次训练持续 5 分钟，

最后逐渐增加到 10-15 分钟，每天进行 2-3 次。在进行腹式呼吸训

练后，通常可以满意地恢复呼吸功能。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训练

的频率不应过于频繁。 

1.2.2 缩唇呼吸 

采用深且缓慢的呼吸，配合嘴唇的轻度闭合呼气方法。练习步

骤如下：首先，患者需采取舒适的姿势，全身放松，治疗师会将手

轻轻放在患者的上身。然后，采用“吹灭蜡烛”的呼气技巧，即将

嘴唇轻微收缩，模仿吹灭蜡烛的动作，缓慢将气体排出体外。接着，

用鼻子缓慢地吸气，吸气后不要马上呼气，稍微屏住呼吸，并进行

嘴唇的收缩练习。为了更好地进行练习，可以采取以下步骤：首先，

通过轻微收缩嘴唇，逐渐拉动上身，同时双手轻轻按压腹部使其倾

斜。在练习过程中，需注意延长呼吸时间，确保吸气和呼气的比例

为 1:2。通过将呼吸速度减缓至约 8~10 次/分钟，每次练习持续 15~20

分钟，每天进行 3~4 次。然而，在练习时需避免过度通气。同时，

我们会引导患者随时学习和掌握这些呼吸技巧，以便在日常生活中

应用。 

1.3 效果评价 

数据其中包括最大肺活量（Vmax）、1 秒呼气量（FEV1.0）、

1 秒率（FEV1.0%）以及最大呼吸流速（PEF）。 

1.4 统计方法 

结果以 SPSS23.0 分析软件统计处理的平均标准差（±）表示，

并通过 t 测试分析自我控制数据的测量。 

2 结果 

2.1 在采取相应呼吸系统康复护理之后，观察组在咳嗽咳痰以

及气促症状等方面表现明显比对照组减轻。 

2.2 观察组对比对照组，呼吸及肺功能相关的指标出现了明显

的改善。 

表 1 观察组训练前后患者肺功能指标的比较（注：与训练前比

较*P<0.05） 

时间（例数） Vmax FEV1.0 FEV1.0% PEF 

训练前（n=19） 4.45±1.25 3.65±0.97 79.61±5.61 8.45±1.8 

训练后（n=19） 5.95±0.98 4.61±1.05 85.49±4.83 10.25±1.5 

表 2 对照组训练前后患者肺功能指标的比较（注：与训练前比

较*P<0.05） 

时间（例数） Vmax FEV1.0 FEV1.0% PEF 

训练前（n=19） 4.32±0.9 3.32±0.93 77.32±6.52 8.28±2.10 

训练后（n=19） 4.79±1.3 3.75±1.33 81.73±4.93 9.10±1.15 

3 讨论 

表 1 中显示，观察组在训练前后的肺功能指标上发生了显著变

化。Vmax（最大呼气流量）、FEV1.0（用力呼气一秒量）、FEV1.0%

（FEV1.0 占预计值的百分比）以及 PEF（峰流速）均呈现显著增加，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样，表 2 中对照组的数据也显

示出类似的趋势。观察组和对照组在呼气流量、用力呼气一秒量、

FEV1.0 占预计值的百分比以及峰流速等肺功能指标上的改善，均

支持了呼吸系统康复护理的积极效果，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意

义（P<0.05）。采取针对性的呼吸系统康复护理后，观察组在呼吸

相关症状的缓解和肺功能方面的明显改善得到了有力的支持，这为

康复治疗的有效性提供了实质性的证据。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针对颈髓损伤患者实施的呼吸系统康复护

理在显著改善患者呼吸功能方面具有积极而重要的影响。经过一定

时期的康复护理干预，患者在咳嗽、咳痰等症状的减轻以及呼吸和

肺功能相关指标的显著改善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这些结果进一

步强化了呼吸系统康复护理在改善颈髓损伤患者的呼吸功能方面

的有效性和重要性。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表明呼吸系统康复护理

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显著提升颈髓损伤患者的呼吸功能，减轻相

关症状。这为临床上针对颈髓损伤患者的康复治疗提供了有益的指

导，有望促进患者的康复进程，提升其生活质量。然而，需要进一

步的研究以验证和进一步探究呼吸系统康复护理的机制和长期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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