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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康复护理对 COPD稳定期患者肺功能及
生活质量的影响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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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 COPD稳定期患者应用肺康复护理，并分析其对患者肺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 2019年 1月至
2021年 1月期间在我院治疗的 120例 COPD稳定期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患者（n=60）接
受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n=60）接受肺康复护理。结果：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FEV1、FEV1/ FVC均明显高于对照组，SF-36量
表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对 COPD稳定期患者应用肺康复护理可提高患者肺功能，改善其生活质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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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一种常见的肺部炎症疾病，
除喘息、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外，患者还可能出现全身多系统
并发症，例如骨质疏松、外周肌肉萎缩、食欲缺乏、精神抑郁等。
据调查显示，90％左右的患者在后期可发展为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患者生活质量较差 [1]。目前，临床上对 COPD尚无特效治疗方案，
仍以临床症状控制为主，在进入稳定期后，主要采取生活方式干
预及肺康复训练。针对这种情况，本文将对 COPD稳定期患者应
用肺康复护理，并分析其对患者肺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现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年 1月 ~2021年 1月期间在我院治疗的 120例

COPD稳定期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的分组原则，将患者分
为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组 60例，男 35例、女
25例，年龄（64.49±6.77）岁，COPD病史（7.07±2.06）年，
COPD严重程度：轻度 33例，中度 27例。对照组 60例，男 32例、
女 28例，年龄（65.02±6.89）岁，COPD病史（6.99±2.14）年，
COPD严重程度：轻度 34例，中度 26例。两组患者上述资料无
显著差异（P＞ 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按照《COPD诊治指南（2020年修订版）》接受

常规西药治疗，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

观察组患者接受肺康复护理，具体方法：（1）心理护理：
分析患者不良情绪的诱发因素，了解患者的家庭状况、文化水平、
经济情况、社会关系，给予针对性护理；与患者及家属建立有效
沟通，解答患者及家属疑问，尽量消除其内心的顾虑；通过制作
宣传册、小组讲课、视频等多种方式，宣传 COPD发因、病机、
治疗方案、心理状态对病情的影响、心理调节方法、肺康复训练
的开展目的及意义，帮助患者建立康复信心。（2）肺康复训练：
由护理人员指导患者进行缩唇呼气、腹式呼吸、深呼吸训练；循
序渐进地指导患者进行床上主动运动、 坐椅移动训练、围床活动、
病区走廊内行走训练、四肢锻炼、呼吸操锻炼。（3）出院后，
指导患者坚持肺康复锻炼，由家属督促，定期复诊。

1.3 评价标准
对比两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 [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

FEV1 / 肺活量（FVC）]变化及生活质量评分 [健康状况调查表
（SF-36）]。

1.4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取 t检验，数据利用SPSS22.0处理。

P＜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FEV1、FEV1/ FVC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SF-36量表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见下表。

两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变化及生活质量对比（n=60，x±s）

组别
FEV1（L） FEV1/ FVC（%） SF-36量表（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1.05±0.07 1.48±0.22 43.33±4.07 62.97±4.77 355.56±44.08 595.59±54.50
对照组 1.03±0.06 1.21±0.18 42.89±5.56 54.17±5.05 356.67±43.39 501.01±53.33

t 1.680 7.358 0.495 9.813 0.139 9.608
P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3 讨论
COPD是一种反复发作、迁延不愈的呼吸系统疾病，会损伤

肺功能，引起呼吸困难、咳嗽等表现。随着 COPD患者肺功能的
进行性衰退，可导致其临床症状加重，严重影响其正常工作、生
活，且患者多伴有明显的负面情感，生活质量较差 [2]。在以往的
临床治疗中，主要以症状控制为主，对心理及康复护理不够重视，
导致临床效果不理想。

近年来，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心理、康复护理也越来越受
到重视，尤其是对于 COPD稳定期患者，该时期患者病变稳定，
进展缓慢，采取科学的肺康复护理有利于改善其预后，减少病情
反复。因此，本文对 COPD稳定期患者应用肺康复护理，并从心
理护理、肺功能训练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加强对患者的心理支
持，引导其积极配合康复心理；另一方面，指导患者进行适宜的

呼吸训练、四肢锻炼及耐力训练，促进其肺功能的恢复。在本次
研究中，经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FEV1、FEV1/ FVC均明显高
于对照组，SF-36量表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可见
实施肺康复护理后，患者肺功能指标显著改善，且生活质量有所
提高，也证实了其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对 COPD稳定期患者应用肺康复护理可提高患者
肺功能，改善其生活质量，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 黄翠荣 . 肺康复护理对COPD稳定期患者肺功能的影响 [J].

中国继续医学教育，2020,12(17):177-179.

[2] 张杰 .连续性协同护理在改善稳定期COPD患者肺康复训练

效果中的应用 [J]. 国际护理学杂志，2019,38(12):1780-17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