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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重症肺炎治疗过程中采用肺部超声指导下的肺康复方法的应用

价值。方法：选取我院重症肺炎患者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均分为观察组与

对照组各 40 例，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方法，观察组通过肺部超声指导展开

肺部康复治疗方法。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率、炎性反应指标情况以及临床症状

与体征消失时间。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

组炎症反应指标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临床症状与体征消失时间较对照

组低（P＜0.05）。结论：重症肺炎临床治疗当中，运用肺部超声指导之下展开肺

康复治疗方法，具有显著的效果，能够改善患者炎性反应指标情况，缩短临床症

状与体征消失时间，大大提高治疗水平，具有非常高的运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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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当中肺炎属于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疾病的严重程度受到患者局部炎症

反应程度以及全身反应程决定，然而重症肺炎会存在呼吸衰竭的表现，并且还会

伴随着产生精神萎靡，烦躁不安的神经系统症状，甚至会产生昏迷、脑疝等症状，

最终死亡。作为临床当中一种较为常见的危重疾病，患者的各项器官功能都会受

到影响，治疗难度上比较高。重症肺炎当中肺康复属于一种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

采用康复训练的手段，对患者的肺部功能进行改善，加速患者康复速度。因此提

高实施肺康复的效率，对加速重症肺炎患者康复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次研究当中

将具体探讨临床重症肺炎治疗中采用肺部超声指导下的肺康复手段所具备的价

值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重症肺炎患者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均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0 例，其中观察组当中男性患者 25 例，女性患者 15 例，年龄 33-70 岁，平均

年龄（56.5±9.5） 岁；对照组当中男性患者 26 例，女性患者 14 例，年龄 34-70



岁，平均年龄（56.5±9.6） 岁；两组一般资料对比，未有显著差异（P>0.05）。

1.2 方法

1.2.1 康复治疗

两组患者均要展开常规治疗，如抗感染，缓解痉挛，保护脏器，提供营养支

持，确保体内水电解质平衡等，如果经过常规治疗之后，患者病情依然无法得到

良好的控制，就需要将患者的气管切开或者进行气管插管，从而展开机械通气。

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方法，在进行治疗之前，由患者的康复治疗师按照患者的

实际病情，临床症状以及体征综合影像学检查结果在床边实施肺康复的手法具体

包含体位引流，胸部叩击腹部呼吸等。每间隔一小时进行一次，每日两次。

观察组通过肺部超声指导展开肺部康复治疗方法，观察组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

施肺部超声检查，患者专门的康复治疗师根据超声检查结果，针对患者病变程度

较严重的地方实施肺康复治疗，并且延长治疗时间，平均治疗时间应当为每次一

个小时，每天两次。

1.2.2 肺部超声检查 利用彩色多普勒超声仪为患者提供肺部超声检查在

患者的检查期间，要根据规范要求将彩色多普勒超声仪器的探头频率设置为

3MHz：首先医护人员要要求患者保持仰卧位姿势，这样一来，可以对患者的前胸

壁实施扫描检查，其次让患者保持仰卧位姿势需要针对患者从之前的前胸壁的检

查，逐渐扩展到侧壁，最后让患者保持侧卧位姿势或者坐位姿势，从而更加顺利

的对患者的背部实施扫描与检查。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率、炎性反应指标情况以及临床症状与体征消失时

间。

1.4 统计学方法

利用统计学软件SPSS21.0的方法来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并且运用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治疗效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7.50%（39/40）；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80.00%

（32/40）；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2.2 炎症反应指标

表 1对比两组患者炎性反应指标（x±s)

组别 n 氧合指数 白细胞计数 C反应蛋白（mg/L） 血清降钙素原（μg/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0 136.12±

13.52

296.30

±26.83

19.35±

3.56

8.25±

2.68

89.21±

26.95

19.52±

8.24

28.12±

6.82

3.72±

2.70

对照组 40 136.27±

15.82

243.52

±20.36

19.51±

4.01

10.35

±4.24

87.64±

25.32

27.56±

10.22

27.93±

6.75

6.88±

4.45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2.3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与体征消失时间

表 2对比两组患者临床症状与体征消失时间（x±s，d)

组别 例数 发热 咳嗽 肺部湿性啰音

观察组 40 3.12±1.40 4.40±2.04 5.36±2.47

对照组 40 4.32±1.54 6.66±2.31 8.84±2.82

P ＜0.05 ＜0.05 ＜0.05

3 讨论

针对重症肺炎患者来讲，因为患者的病症会涉及到肺部表面，所以采用肺部

超声的检查方法来进行诊断，能够从不同深度的肺组织变化影响呈现出不同的严

重程度。临床中为患者实施常规的肺康复治疗过程中，医生具体就是按照影像学

检查结果和患者的临床表现来展开，这种方法无法真实的对患者的病情实施评

估，从而容易让患者产生危险。但是采用超声影像学，却能够准确地对患者的病

症实施评估，让医生能够掌握患者肺部实际情况，并且展开肺康复治疗，从而变

得更加具有针对。不但如此，肺部超声还作为一种无创检查的方式，能够随时监

测患者的肺部情况，从而更加有助于临床治疗，提高临床治疗的疗效。

专业的康复治疗师会结合患者的具体病情，临床症状，病患体征，并且按照

影像学检查的结果，在患者的床边实施肺康复治疗，具体包含体位引流、腹部呼

吸，胸部叩击等，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促使患者气道中的分泌物更加快速地排

出，让患者能够保持更加通畅的呼吸，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可以帮助重症肺炎患者

展开膈肌功能训练，加速患者恢复。传统的康复训练康复治疗师会结合 X 线片



检查结果或者 CT 展开肺康复，可是这两种检查都需要间隔比较久的一段时间，

无法实时对患者的病情展开监测，根据过去的资料表示，肺部超声可以更好地弥

补这两种方法的不足，并且不会给患者的机体带来损伤，还能够在床旁实时检测，

并且可以展开更加有效地实施监测。

上述研究结果表示，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

组炎症反应指标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临床症状与体征消失时间较对照

组低（P＜0.05）。

总而言之，重症肺炎临床治疗当中，运用肺部超声指导之下展开肺康复治疗

方法，具有显著的效果，能够改善患者炎性反应指标情况，缩短临床症状与体征

消失时间，大大提高治疗水平，具有非常高的运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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