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探索                                                                         创意商业评论 

 25 

学术探索 

呼吸体操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患者的康复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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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处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的患者，通过采用呼吸体操进行干预具有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  研究目标全部
为慢阻肺稳定期患者，选择 100 人进行分组研究。结果  患者进行治疗后，对比肺功能指标情况，观察组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对比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情况，两组差异显著，P＜0.05。结论  对慢阻肺患者采用呼吸体操进行干预，让患者治疗效果得到有效改善，
同时使其身心状态显著提高，对预后效果进行优化，不但改善了患者肺功能，同时也使其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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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进行分析，临床中属于一种常见病，患者

发病后会具有明显的气流受限特征，同时会表现出二氧化碳潴留、缺

氧和气道炎症反应以，及肺泡壁损坏等，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会

使其发展成固定性气道阻塞，并产生不同程度的呼吸肌疲劳等，甚至

还会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对此类疾病进行治

疗时，一般处于稳定期的患者会应用康复治疗措施，对其肺功能进行

改善。此情况下，为了将患者治疗水平提高，对呼吸体操具有的应用

效果进行探讨，对患者的疾病治疗有重要价值。 

1.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慢阻肺稳定期患者作为研究目标，纳入人数为 100 人，进行

分组后，两组人数相等。所有患者，通过相关诊断都符合疾病诊断标

准。研究将具有智力障碍患者排除，同时排除存在严重身体疾病和精

神障碍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进行治疗时，采用传统的锻炼方式。具体主要对患者展开

缩唇式呼吸锻炼以及腹式护理。观察组患者主要采用呼吸体操干预，

具体如下：进行锻炼时，需让患者保持全身心放松状态，闭嘴后通过

鼻子进行深呼吸，直到无法再吸气为止，吸气后稍微闭气，然后通过

嘴部将气体缓慢呼出。使患者口唇收缩，或保持在吹口哨的状态，将

气体缓慢呼出。进行吸气时，整个过程需控制好膈肌的下降，把双手

放置于腹部肚脐周围，通过双手对腹部的外凸进行感受。进行呼气时，

整个过程将双手平行展开，对此状态下腹部的凹陷进行感受。此动作

循环进行，每次练习 20 分钟，一天练习三次。进行锻炼时，每次需

在呼吸困难或略有疲劳感时停止，根据患者的耐受程度，对训练强度

进行加大。加强患者的指导，教会患者在河边、树林间或家中，以音

乐陪伴的形式进行气功、瑜伽和太极等锻炼，通过长期练习，将自身

的呼吸功能进行提高，使疾病得以改善。 

1.3 统计学方法 

采集到的数据通过 SPSS 23.0 统计学软件做分析处理，计量资料

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同时以 P＜0.05 作为组间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 

2.结果 

表一 对比两组患者肺功能指标情况 

组别 n FEV FVC 

对照组 50 1.22±0.44 2.09±0.60 

观察组 50 1.63±0.51 2.52±0.55 

t  5.627 4.558 

p  ＜0.05 ＜0.05 

表二 对比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情况 

组别 n 呼吸症状 活动受限 疾病影响 

观察组 50 40.11±3.14 42.01±3.51 32.09±2.12 

对照组 50 48.65±5.01 50.02±6.53 41.01±3.11 

t  8.891 6.452 6.231 

p  ＜0.05 ＜0.05 ＜0.05 

3.讨论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近年来不断加剧，随着老年人数增加，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发病率不断提高。此疾病具有很多种临床表现形式，通

常以慢性咳嗽和粘痰为主，当处于发作期时，患者痰量显著提高，随

着疾病发展，以及症状加重，也可能出现喘息和呼吸困难，以及体重

下降的情况。所以，为了将患者生活质量提高，呼吸功能的强化属于

其中关键。对于呼吸体操来说，此措施属于呼吸功能和体能锻炼结合

的模式，具体可以指导患者在静谧或熟悉的环境下展开，通过以音乐

为伴的形式，进行相应的体能锻炼，使患者的身心状态在整个锻炼过

程中得以提高，同时还可提升其锻炼积极性。通过对患者采用呼吸体

操进行干预，可使其肺功能得到有效改善，此锻炼措施可以使患者吸

入更多气体，并在体内分布，以此将机体气体交换效能进行提高，使

自身的呼吸功能得以优化。此外通过展开呼吸体操，还可使呼吸效率

的改善得以促进，通过结合上下肢运动、缩唇式呼吸以及腹式呼吸等

动作，显著提高了通气量，使患者的 FEV 指标得到有效改善。让患

者在呼吸锻炼时，肺康复效益得到更好的优化，缺氧等问题可以通过

通气功能的改善进行缓解。 

总而言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患者，通过采用呼吸体操进

行干预，可以让疾病预后得到有效改善，并改善其自身身心状态，提

高治疗效果，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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