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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外科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对患者肺功能恢复的影响

研究
宦文文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苏南京，210015；

摘要：胸外科手术通常会对患者的呼吸功能产生较大影响，选择有效的方法以加速患者术后肺功能的恢复，对于

提高患者手术的成功率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研究通过随机而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探讨了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

练对患者术后肺功能恢复的影响。研究方法采用呼吸功能训练和对照组，对比分析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对肺功

能恢复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接受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的患者，其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肺功能指标的恢复速度也明显优于对照组。研究意义在于，为胸外科手术患者的术后康复提供了有效策略，有利

于改善手术结果，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对于患者的术后康复与生活质量的提高均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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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胸外科手术是一种疗效明确，但对患者生理系统负

担重的治疗方法。手术本身及麻醉的作用，会对患者呼

吸功能带来明显影响,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是常见且

严重的问题。而肺功能的恢复，尤其是早期恢复，对于

预防并发症、降低死亡风险、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大意

义。目前，已有研究探讨了多种方法来提升术后肺功能

恢复，包括身体活动、呼吸物理疗法和药物治疗等。然

而，关于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对肺功能恢复效果的评

估尚不充分。术前呼吸训练可以提高患者呼吸肌肉的耐

力，改善肺部免疫功能；术后呼吸训练可以促进患者的

积极咳嗽，有利于分泌物排出，防止术后肺部并发症。

本研究旨在通过随机对照试验，全面并深入地探讨围手

术期呼吸功能训练对胸外科手术患者肺功能恢复的作

用，以提供更为有效的临床指导策略。

1 胸外科手术对患者肺功能的影响

1.1 胸外科手术的常见类型及其对肺功能的影响

胸外科手术是治疗胸部疾病的重要手段，其主要类

型包括肺叶切除术、全肺切除术、肺袖切除术以及纵隔

肿瘤切除术等
[1]
。这些手术通常涉及广泛的胸腔操作，

对患者的呼吸系统产生显著影响。手术过程中，机械性

肺组织切除、麻醉水平变化和手术创伤等因素可能导致

肺容积的减少、气道阻力的增加以及肺泡的部分塌陷，

从而引起术后肺功能的下降。手术操作可能损伤膈肌及

胸壁结构，使患者术后出现咳痰不畅、肺通气分布不均

等问题。这些生理上的改变直接影响肺功能指标，如肺

活量、用力肺活量和一秒用力呼气容积，进而增加肺不

张、肺部感染和低氧血症的风险。胸外科手术对肺功能

的复杂影响，强调了术后干预措施的重要性，以尽快恢

复患者的正常呼吸功能。

1.2 胸外科手术后患者肺功能恢复的常见问题与

挑战

胸外科手术后，患者的肺功能恢复过程中常面临多

种问题与挑战。手术创伤和麻醉药物的使用会导致肺部

通气和换气功能下降，增加肺不张和肺炎等并发症的风

险。术后的疼痛可能抑制有效咳嗽和深呼吸，进一步影

响肺功能的恢复
[2]
。卧床休息和活动受限也可能导致肺

部并发症的发生。患者的心理压力和焦虑感常常影响康

复过程，这些因素综合作用，极大地挑战了术后肺功能

的全面恢复。

1.3 胸外科手术后的肺功能评估

术后肺功能评估是评估患者肺功能恢复情况的关

键步骤。评估通常包括肺容量、肺通气功能以及气体交

换能力等方面。肺容量测定可通过肺活量计进行，了解

肺的容积变化情况
[3]
。肺通气功能的测定则包括呼气流

量和潮气量等参数，通过肺功能仪完成。气体交换能力

的评估通常使用动脉血气分析，检测氧气和二氧化碳的

分压情况。这些评估手段可以全面了解患者肺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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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为术后康复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

2 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的作用及重要性

2.1 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的定义与目标

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指的是在手术过程的不同

阶段，尤其是术前和术后的关键时期，通过特定的呼吸

练习和指导，以提高患者的呼吸效率和肺功能。其核心

目标在于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手术带来的肺功能损伤，

加速术后的康复过程，从而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呼

吸功能训练通常包括一系列系统化的练习，如控制呼吸、

膈肌呼吸、运动结合的深呼吸等方法。这些训练旨在增

强患者的呼吸肌力，提高肺通气能力，清除气道分泌物，

改善氧合状态
[4]
。通过提升术后患者的整体呼吸功能，

促使其更快恢复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

2.2 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如何促进患者术后肺

功能的恢复

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通过多种机制促进术后肺

功能的恢复。呼吸功能训练能够增强患者的肺通气能力，

提高呼吸肌肉的力量和耐力，有助于改善肺活量及肺顺

应性。呼吸功能训练有利于增加肺泡的扩张，促进痰液

排出，减少肺不张的发生风险。这些措施能够有效改善

氧气交换效率，提高血氧饱和度，使术后肺功能恢复更

加迅速和有效。此类训练还可通过减少术后疼痛和减轻

焦虑，增强患者的配合度，促进术后整体康复进程，显

著降低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率。通过系统性、规范化

的呼吸功能训练，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得以提高，术后

恢复的效果更加显著
[5]
。

2.3 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的重要性

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对患者术后肺功能恢复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增强呼吸肌的力量和耐力，可

有效预防术后肺不张、肺部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缩短

住院时间，减轻患者的术后痛苦。良好的呼吸功能训练

能够提升患者的整体健康水平，促进术后康复、提高生

活质量，为胸外科手术提供了重要支持。呼吸功能训练

具有经济高效的特点，有助于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具

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推广价值。

3 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的具体实施方法及干

预措施

3.1 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的实施准备

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的实施准备包括几个关键

方面
[6]
。需要对患者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以了解其基

础肺功能和整体健康状况。通过详细的肺功能测定和临

床评估，确定个体化的训练方案。医疗团队需对患者进

行健康教育，解释呼吸功能训练的重要性及其在术后康

复中的作用，增加患者的参与积极性与依从性。准备适

当的训练设备，如呼吸肌训练仪、肺活量测定器等，以

确保训练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在实施准备阶段，护理人

员需接受相关培训，以便能够熟练指导和监督患者的训

练过程。以上准备步骤的完善将为患者顺利接受呼吸功

能训练奠定基础
[7]
。

3.2 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的具体步骤与应对策

略

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的具体步骤包括术前评估、

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术中监测和术后持续训练。术前

评估通过肺功能测定、呼吸肌力评估等手段，确定患者

的基础呼吸能力。基于评估结果，制定个性化呼吸训练

方案，包括肺扩张训练、呼吸肌肉强化训练和排痰训练。

术中监测确保训练的持续性和有效性，术后则通过逐步

增加训练强度，促进肺功能的恢复和改善。应对策略包

括心理辅导以增强患者的信心和依从性、动态调整训练

方案以适应患者的恢复情况，并定期复查评估训练效果。

3.3 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的干预措施

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的干预措施主要包括定制

化训练方案、主动呼吸操练、呼吸仪器辅助以及心理支

持。定制化训练方案需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调整训练

强度和频率。主动呼吸操练旨在通过深呼吸、腹式呼吸

等技术增强肺活量，提高呼吸肌的耐力与功能。呼吸仪

器如呼吸训练器和振动排痰机的使用可以有效帮助患

者清除呼吸道分泌物，改善气体交换。心理支持通过缓

解患者术前术后的焦虑，提升其参与训练的积极性和配

合度，进而促进整体康复。

4 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与对照组肺功能恢复

对比分析

4.1 结果概述

通过对围手术期进行呼吸功能训练的实验组与未

进行此训练的对照组进行对比，分析两组术后肺功能恢

复的效果。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在多项肺功能指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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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表现出优于对照组的恢复趋势
[8]
。实验组患者术后肺

活量、用力肺活量等关键指标恢复明显加快，均显著高

于对照组。实验组在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率上也低于

对照组，表明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有助于减少术后并

发症的风险
[9]
。这些结果提示，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

能够有效加速胸外科术后的肺功能恢复，具有显著的临

床意义，提示这种训练可作为常规护理措施推广应用，

以优化患者的康复过程。

4.2 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

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在降低胸外科手术后肺部

并发症发生率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研究结果显示，接

受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的患者，其术后肺部并发症的

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具体而言，训练组患者的

肺炎、肺不张及气胸等常见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

统计分析显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一现象可能源于

呼吸功能训练能够有效改善患者术后肺功能，增强肺部

通气能力，促进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生成，减少分泌物潴

留和不良通气-血流比值现象。这表明围手术期呼吸功

能训练能够在术后早期有效降低肺部并发症风险，从而

为患者术后康复提供保障。

4.3 肺功能指标恢复速度的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接受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的患者

在术后肺功能指标恢复速度上显著优于对照组。具体而

言，训练组的肺通气量、最大呼气流速及一秒用力呼气

量等关键指标在术后第一周均呈现出更为显著的改善

趋势。相比之下，对照组相关指标的恢复相对滞后
[10]
。

这种差异表明，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在加速肺功能恢

复方面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其在胸外科术后康

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价值。

5 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的研究意义和应用前

景

5.1 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对改善胸外科手术结

果的影响

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通过系统的呼吸训练方法，

显著改善胸外科手术患者的术后肺功能恢复。研究表明，

接受呼吸功能训练的患者，其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率明

显降低，包括肺不张、肺炎等常见并发症的减少。这些

结果体现了呼吸功能训练在术后早期干预中的重要性，

有助于加速患者肺功能的恢复进程。通过增强呼吸肌力

量和改善呼吸模式，患者术后的康复速度得到显著提升，

从而缩短了住院时间，降低了总体医疗成本。围手术期

呼吸功能训练为术后恢复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优化了胸外科手术的整体疗效。

5.2 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对降低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的作用

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对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率具有显著作用。胸外科手术后，患者常面临肺不张、

肺部感染等肺部并发症的风险。呼吸功能训练通过增强

患者呼吸肌力量、改善肺泡通气功能以及促进痰液排出，

显著减少了术后肺部感染的发生概率。呼吸功能训练有

助于提高呼吸系统的耐受性，减少因术后疼痛或卧床导

致的肺功能下降，从而降低肺不张及相关并发症的风险。

研究表明，配合呼吸功能训练的干预策略患者，其术后

住院时间明显缩短，并发症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常规护理

组。这一干预措施的应用，不仅优化了术后康复过程，

还显著提高了患者安全性，为胸外科围手术期并发症的

预防提供了科学依据与实践支持。

5.3 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对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的贡献

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显著提升胸外科手术患者

的生活质量，主要体现在术后快速恢复和并发症减少上。

通过改善肺功能，患者在术后的日常活动能力显著增强，

减少了因呼吸困难导致的活动受限。呼吸训练能有效提

升心理健康，降低术后焦虑和抑郁的发生率。总体而言，

此类训练促进了全面康复，为患者提供了更高的生活满

意度和更好的长期健康预后。

6 结束语

本研究的结果揭示了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对胸

外科手术患者肺功能恢复的重要影响。这种呼吸训练程

序在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降低和肺功能恢复速度提升

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研究依然存在一些局

限性。首先，这项研究主要针对特定样本进行研究，可

能无法全面反映所有胸外科患者的状况。其次，研究未

对围手术期的呼吸训练方案进行深入探讨，也有较多方

面的呼吸训练手段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测评。将来，在深

化对不同种类的胸外科患者研究，并且对呼吸训练手段

进行多样性和多角度的研究，对围手术期呼吸功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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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胸外科患者呼吸功能恢复的影响进行更全面的评价，

以使这一训练方法得到更广泛有效的应用。这样不仅可

以进一步提高患者的术后生存质量，还可以为胸外科医

生提供更多实操参考，为胸外科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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