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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康复训练在肺移植术后患者的应用 

王芳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西安  710061） 

【摘  要】目的 分析早期康复训练在肺移植术后患者的应用。方法 选取2022年12月-2023年12月我院收治的肺移植患者30例为研

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采取常规术后康复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增设早期四步锻炼法。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肺功能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结果 两组患者在干预前的肺功能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无

明显差异，观察组患者在干预后显著高于对照组。结论 早期康复训练可以有效改善肺移植术后患者肺功能与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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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arl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n patients after lung trans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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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earl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n patients after lung transplantation. Methods 30 lung 

transplant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22 to December 2023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routine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nursing，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ded the early four-step exercise method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ung function and daily living activitie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ung function and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bility scores before the intervention，and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he intervention. Conclusion Earl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lung function and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fter lung trans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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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肺移植手术是治疗末期肺疾病的最终选择，然而手术后

的康复过程却充满挑战。患者不仅需要面对手术本身的风险

和复杂性，还需要应对术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并发症和功能障

碍。这些因素使得术后康复成为一个关键而复杂的过程。早

期康复训练作为康复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在患者身体

状况相对稳定的早期阶段即刻展开有效的康复干预。其核心

在于通过一系列系统性的康复措施，促进患者尽早恢复生理

功能和日常活动能力，从而减少并发症的风险，提高生活质

量。本研究旨在探讨早期康复训练在肺移植术后患者中的应

用及其意义。通过系统观察和分析，旨在验证早期康复训练

对提升患者肺功能、改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效果，为临床

实践提供科学依据和经验总结，以优化肺移植术后患者的康

复策略和治疗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肺移植患

者 30 例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各有患者 15 例。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术后康复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增设早期四步锻炼法，由专业康复师实施，具体内容如下： 

（1）一级活动 

每隔 2 小时进行一次，包括翻身拍背和四肢关节的被动

活动与肌肉按摩。这一步骤的主要目的在于改善患者的体

位，预防并减少术后可能出现的压疮和呼吸道分泌物潴留。

通过定时的翻身和背部拍击，有效促进血液循环和呼吸道分

泌物的清除，减少呼吸并发症的风险。专业康复师根据患者

的具体情况，精确操作，确保动作的正确性和效果的最大化。

四肢的被动活动和肌肉按摩，不仅有助于维持肌肉张力和关

节灵活性，还可以提升患者的舒适感和康复过程中的生活质

量。早期康复训练的这一步骤，强调了在术后早期即刻开始

有效的康复措施的重要性。通过这种系统性的康复干预，患

者不仅能够更快地适应手术后的身体变化，还能够减少术后

并发症的风险，为后续康复阶段的顺利进行奠定坚实的基础
[1]。 

（2）二级活动 

在早期康复训练的框架下，二级活动是在一级活动的基

础上进一步增加运动强度和范围的重要步骤。此阶段由专业

康复师设计和指导，旨在促进肺移植术后患者的肢体功能恢

复和整体康复效果。上肢运动包括双手握拳 10 秒钟，以增

强手部的力量和灵活性。这种动作不仅有助于恢复手部的基

本功能，还能预防手部肌肉萎缩和关节僵硬的发生，为日后

的生活活动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保障。下肢运动包括踝泵运动

15 秒钟，以增强踝部肌肉力量和灵活性。这种运动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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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踝关节的稳定性和运动范围，减少术后可能出现的静脉

血栓等并发症的风险。每次训练中，上肢和下肢运动各进行

20 次，每天进行三次[2]。这种频次和强度的设计不仅考虑到

患者的康复需要，还充分尊重其身体的适应能力和恢复速

度。通过二级活动的系统实施，肺移植术后患者可以逐步恢

复肢体功能和运动能力，提升其日常生活的自理能力和舒适

度。这不仅是康复过程中重要的一步，也为患者未来更为复

杂和长期的康复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三级活动 

在肺移植术后的早期康复训练中，三级活动是在患者康

复进程中的进一步关键步骤。由专业康复师设计和指导，这

一阶段旨在通过增加抗阻力的关节运动，进一步提升患者的

肌肉力量和运动能力，促进全身功能的全面恢复。上肢外展

运动主要集中于扩展肩部和上臂肌肉，增强患者的上肢力量

和肌肉协调能力。通过每次 30 个的运动次数和每天 2 次的

频率，患者能够逐步增加肩部的活动范围和稳定性，从而提

升日常生活中的活动能力。扩胸运动有助于扩展患者的胸

廓，增强呼吸肌肉力量，改善肺部的通气功能。通过适度的

强度和频率安排，患者能够有效地提升呼吸效率和气体交换

能力，减少术后可能出现的呼吸并发症。蹬腿运动注重下肢

的肌肉力量和灵活性，有助于增强患者的下肢稳定性和运动

协调能力。每次进行 30 个动作，每天进行两次，有助于患

者逐步恢复站立和行走的能力，提升其日常生活的独立性和

质量。三级活动的设计不仅考虑到康复效果的最大化，还充

分尊重患者身体适应能力的原则[3]。 

（4）四级活动 

在肺移植术后的早期康复阶段，四级活动作为康复训练

的最后一步，旨在通过逐步增加的步行活动，进一步提升患

者的运动耐力和全身功能恢复。每日在患者的耐受情况下，

由专业康复师协助进行步行训练，每次持续 20 分钟[4]。这一

活动不仅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心肺功能和体力耐力，还能促进

其下肢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的恢复。通过逐步增加步行时间

和强度，患者可以逐渐恢复到正常步行的能力，提升其日常

生活中的行走能力和自理能力。这种综合性的康复训练策

略，不仅考虑到患者的身体适应能力和康复进程，还能有效

地预防和减少术后康复期间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四级活动的

实施不仅是康复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为患者后续更长期

和更复杂康复阶段的过渡准备。通过专业的指导和精心设计

的步行训练，肺移植术后的患者能够更快地恢复到正常的日常

生活和活动水平，提高其生活质量和康复效果的长期稳定性。 

1.3 评价指标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肺功能与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FEV1%评分和 FVC%评分、FEV1/FVC 评分、MBI 评分 

2 结果 

两组患者在干预前的肺功能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

无明显差异，观察组患者在干预后显著高于对照组。如表 1

所示。 

表 1  肺功能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对比表 

组别 时间 FEV1%（%） FVC%（%） FEV1/FVC（%） MBI（分） 

干预前 31.15±13.53 40.21±14.12 62.12±17.65 48.56±7.69 
观察组 

干预后 57.52±14.23 61.58±16.41 76.63±16.25 61.58±8.66 

干预前 32.23±11.85 42.12±13.23 63.56±16.68 49.98±8.63 
对照组 

干预后 46.10±13.96 52.03±14.56 67.86±14.53 57.82±8.25 

3 讨论 

早期康复训练在肺移植术后的临床应用价值显著，对于

促进患者康复、改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肺移植手术是

治疗严重肺部疾病的最后手段，然而手术后患者需要面对复

杂的术后康复挑战。这些挑战包括肌肉萎缩、运动功能受限、

呼吸功能减弱等，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和生活质量。早

期康复训练的提出，旨在通过系统的运动和功能性恢复训

练，最大程度地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加速患者的康复过

程。通过本研究的实施和分析，我们发现早期康复训练可以

显著改善肺移植术后患者的肺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此

外，早期康复训练的临床应用还体现在其对患者心理状态的

积极影响。通过系统的康复训练，患者能够逐渐恢复到正常

的身体活动水平，增强自信心，减少因术后康复期间的身体

不适而导致的心理压力和抑郁情绪。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早期康复训练对肺移植术后

患者康复效果的影响，通过对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比较分析，

得出了一些显著的研究结果。在干预前，观察组和对照组的

肺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并无明显差异。这表明在术

后早期阶段，所有患者的基础情况相对类似，不存在显著的

起始差异。然而，通过对干预后数据的分析，观察组的情况

显示出明显的改善。特别是在肺功能方面，观察组患者的

FEV1%评分和 FVC%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FEV1%（用力

呼气一秒率）和 FVC%（用力肺活量）是评估肺功能的重要

指标，其提升反映了患者肺功能的显著改善，这可能归因于

早期康复训练中强化的呼吸肌肉训练和气体交换能力的提

高。此外，观察组在 FEV1/FVC 比值方面也表现出显著提高。

这一比值反映了患者肺功能的限制程度，提高说明患者的呼

吸通气功能得到改善，可能与早期康复训练中注重的肺活量

和呼吸节律有关。除了肺功能的改善外，观察组在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方面的评分（如 MBI 评分）也显著高于对照组。

MBI 是评估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常用指标，其提高意味着患

者在康复期间能够更好地进行日常生活自理和活动，这直接

影响了其生活质量和康复效果的长期稳定性[5]。 

早期康复训练作为肺移植术后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

分，带来了显著的康复效果。早期康复训练能够显著改善患

者的肺功能。通过系统的四步锻炼法，包括定时翻身、被动 
下转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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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活动和肌肉按摩等，有助于防止和减少术后肌肉萎缩，

促进呼吸系统的功能恢复。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

FEV1%评分和 FVC%评分在干预后显著高于对照组，这直接

反映了康复训练对肺功能的积极影响。早期康复训练有助于

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通过逐步增加的运动强度和

功能性训练，患者可以恢复到更高水平的生活自理能力。这

不仅提升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减少了对他人帮助的依赖，

增强了患者的自信心和社会适应能力。此外，早期康复训练

还可以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术后的康复期常伴有焦虑和抑

郁等心理问题，而规律的康复训练不仅帮助患者身体恢复，

还能通过运动释放身心压力，促进心理健康的全面恢复。 

然而，实施早期康复训练也面临一些挑战。一是患者个

体差异性较大，术后恢复情况因人而异，需要康复师根据患

者具体情况进行个性化调整，这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和专业

知识支持。二是早期康复训练需要患者的积极配合和耐心等

待长期效果的培养。患者在术后可能存在体力不支、疼痛感、

对康复训练的不适应等问题，这些都可能影响康复效果和训

练的连续性。 

综合来看，早期康复训练在肺移植术后的应用显示出一

定的临床效果和重要意义。观

察组患者的肺功能评分在干预后显著优于对照组，这表明早期康复训练在促进术后康复中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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