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护理医学 :2024 年 6 卷 8 期
ISSN: 2661-4812（O） 2705-103X（P）

61    

主动呼吸循环技术护理在老年重症肺部感染患者肺功能康复

中的应用效果

易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武汉　430030

摘　要：目的：探讨老年重症肺部感染患者实施主动呼吸循环技术护理的效果。方法：2022 年 5 月 -2024 年 5 月，择取 70

例老年重症肺部感染患者进行研究，经抽签法分为观察组（主动呼吸循环技术护理，n=35 例）、对照组（常规护理，n=35

例）。结果：护理后比较症状消失时间、血气指标、肺功能指标，可见两组差异（P ＜ 0.05）。结论：老年重症肺部感染

患者肺功能康复期间实施主动呼吸循环技术护理，可促进症状消失，可改善血气指标及肺功能指标，临床应用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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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是感染类疾病的高发对象，其中肺部感染是发

生率最高的一种感染性疾病，因肺部感染死亡的老年患者在

所有老年人中占 70％ [1]。有研究 [2] 指出，老年人体质虚弱，

发生肺部感染后容易发展为重症，故患者的死亡率较高。若

能在确诊老年重症肺部感染后及时提供有效治疗与适宜护

理干预，可有效控制患者病情，减轻症状体征，促使疾病

转归 [3]。主动呼吸循环技术源于新西兰，由呼吸控制、胸

廓扩张运动、用力呼气三部分构成，通过指导患者掌握三

种技术，实现呼吸控制、胸廓扩张、用力呼气，辅助患者

有效呼吸，促进气道分泌物有效清除，改善肺功能，加快

康复速度。此次研究着重分析主动呼吸循环技术护理的应

用价值，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2 年 5 月 -2024 年 5 月，择取 70 例老年重症肺部

感染患者进行研究，经抽签法分为观察组（n=35 例）、

对 照 组（n=35 例）。 观 察 组： 男 21 例、 女 14 例， 年 龄

24-76 岁（55.38±6.21） 岁， 体 质 指 数 18.32-26.92kg/m2 

（22.62±1.18）kg/m2，合并症支气管扩张、社区性肺炎、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各有 18 例、12 例、5 例。对照组：男 20

例、女 15 例，年龄 26-74 岁（55.17±6.10）岁，体质指数

18.20-26.68kg/m2 （22.44±1.07）kg/m2，合并症支气管扩张、

社区性肺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各有 15 例、13 例、7 例。

对比两组资料信息，数值无差异（P ＞ 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遵从医嘱提供药物，治疗疾病，

用药后加强监测，识别并处理异常；基于呼吸道通畅度，进

行吸痰等操作，帮助患者维持通畅呼吸道；提供舒适清洁病

房，安排护士定时打扫病房，并做好消毒工作；密切监测病

情变化，做好相关记录，分析病情是否转归，识别异常并上

报、处理。

观察组，主动呼吸循环技术护理：（1）入院 48h 内：

基于诊断结果实施有效治疗，确定自主意识恢复正常且生命

体征处于稳定状态后，则提供护理干预。在病床平卧，令腹

部肌肉以及肩颈肌肉放松，帮助患者将双手放在腹部，经鼻

吸气，要求吸气期间胸腔维持不动，腹部吸气期间凸起，吸

气后持续屏气 2s，经口腔均匀排出气流，令腹部凹下。该

训练持续进行，直至患者充分掌握该护理流程及呼吸技巧。

（2）入院 3-4d，在患者充分掌握腹式呼吸技巧后，开展胸

廓呼吸训练，在腹式呼吸持续进行 3-5 次后，实施深吸气，

令腹部隆起，引导患者进行胸腔扩张，在扩张成功后持续屏

气 1-2s，然后进行呼气，持续进行该训练。（3）入院 5d 后，

在患者充分掌握相应呼吸技巧后，自觉症状改善后，让患者

开展用力呼气训练，服饰呼吸、胸廓呼吸训练进行 1-2 组

后开展，此时肺活量中等，用力呼气后进入低肺活量状态，

完成呼气后指导患者咳嗽，促使气道与肺部的炎性分泌物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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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排出。

1.3 观察指标

各组症状消失时间（发热、气促、咳嗽、痰鸣音、湿

啰音消失时间以及痰菌转阴时间）、血气指标（血氧分压、

血二氧化碳分压，经血气测量仪获取）与肺功能指标（用力

肺活量、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经肺功能仪获取）。

1.4 统计学方法

通过 SPSS 26.0 软件比较。

2．结果

2.1 各组症状消失时间比较 见表一。

表 1 症状消失时间（n=35 例， sx ± ，d）

组别 发热消失时间 气促消失时间 咳嗽消失时间 痰鸣音消失时间 湿啰音消失时间 痰菌转阴时间

观察组 2.18±0.56 3.15±1.00 4.21±1.07 5.45±1.32 6.19±1.57 5.99±1.82

对照组 3.41±0.74 4.23±1.05 5.39±1.25 8.37±1.56 8.97±1.84 9.70±1.95

t 值 7.8413 4.4065 4.2427 8.4535 6.7996 8.2286

P 值 0.0000 0.0000 0.0001 0.0000 0.0000 0.0000

2.2 各组血气指标及肺功能指标比较 见表二。 表 2 血气指标及肺功能指标（n=35 例， sx ± ）

组别
血氧分压（mmHg） 血二氧化碳分压（mmHg） 用力肺活量（L） 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L）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9.72±0.45 12.28±0.69a 8.36±0.68 5.87±0.52a 5.21±1.05 7.62±1.27a 64.12±5.43 82.85±5.87a

对照组 9.94±0.54 11.27±0.61a 8.21±0.63 6.60±0.56a 5.45±1.16 6.75±1.22a 65.35±5.56 75.21±5.70a

t 值 1.8516 6.4879 0.9573 5.6513 0.9075 2.9227 0.9363 5.5241

P 值 0.0684 0.0000 0.3418 0.0000 0.3674 0.0047 0.3524 0.0000

注：与同组护理前比较，aP ＜ 0.05。

3．讨论

重症肺部感染是危险性极高的呼吸系统感染性病变，

可因人体功能老化、免疫功能下降等多种自然因素以及恶性

肿瘤放化疗、免疫系统病变等多种病理性因素综合作用诱发
[4]。伴随着抗生素药物在临床的广泛应用，肺部感染死亡率

下降，但也让部分肺部感染病原微生物发生耐药问题，加重

感染病情，促进感染进展，提高临床治疗难度 [5]。重症肺部

感染发生后，患者多伴发热、肺部哮鸣音、肺部湿啰音等多

种不适症状，在人体高代谢状态下还会发生呼吸衰竭等多种

严重并发症，危害性极大，故患者病死率较高 [6]。在疾病治

疗期间实施护理干预，可辅助临床落实各项治疗操作，控制

患者病情，改善症状体征。以往多实施常规护理，可按照护

理程序进行护理干预，提供良好病房环境，在用药后加强监

测，但在促进肺功能康复方面效果并不突出 [7]。主动呼吸循

环技术护理是全新护理方式，也是胸部物理疗法，可通过三

个部分辅助临床有效改善患者肺功能，提高最大呼气量，增

加气道压力，促进胸廓有效扩张，增加呼吸气流量，松动气

道分泌物，促使分泌物迅速排出人体，在胸腔构成狭小气道

挤压力，降低痰液黏稠度，促进痰液排出 [8]。

综上可知，老年重症肺部感染患者实施主动呼吸循环

技术护理，可获得理想的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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