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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康复视野的拓展
励建安1

在中国呼吸康复的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拐点就是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的战役。康复医学的视野从过去集中于神经康复、骨

关节康复、心脏康复、老年康复、儿童康复等，迅速拓展到呼吸康复。过去呼吸

康复的标志性内容聚焦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而如今以新冠肺炎为代表的感

染性和限制性肺疾病的康复正在引起高度重视。本期呼吸康复专题力图拓展

呼吸康复的视野，呼吸康复不仅涉及阻塞性肺疾病和限制性肺疾病的康复，还

触及肺移植后康复、重症康复，非呼吸系统疾病患者（脊髓损伤、脑卒中、肿瘤

等）的呼吸康复，以及呼吸康复的新理念、新技术和新疗法。

1 呼吸康复理念

肺康复？还是呼吸康复？由于康复不仅触及慢性阻塞性和限制性肺疾

病，也包括肺之外的因素，例如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哮喘、肺动脉高压等存在呼

吸道障碍的疾病；关联的康复内容也从肺组织本身，拓展到运动耐力、气道管

理、诱因防治、营养康复和心理康复等；此外，非心肺疾病的心肺康复（神经、重

症、衰弱、心脏病等）也正在引起高度关注。呼吸不仅包括肺，也包括气管和支

气管；不仅包括外呼吸因素，还包括内呼吸过程（氧运输系统和能量代谢系

统）。因此，肺康复的范畴比较局限，而呼吸康复的理念更加有利于深化内涵，

整合资源，拓展应用范畴和提升呼吸康复价值观[1]。

2 呼吸训练模式

腹式呼吸训练是所有呼吸康复的基础呼吸康复模式，有利于提升最大通气能力，提高呼吸效率，降低呼吸能耗，减轻心理

应激。但是，呼吸训练模式不仅是腹式呼吸。由于新冠肺炎的特殊肺部改变是高粘度痰液在肺底部和背部的长时间聚集，造

成有效呼吸单元大幅度减少，导致呼吸困难。单纯的腹式呼吸并非关键康复因素。为了解决此问题，俯卧位通气成为重要的

呼吸模式[2]，特别是跪式俯卧位通气成为亮点。这种跪式俯卧位通气模式不仅有利于利用重力促进肺底部和背部痰液的引流，

从而提升呼吸单元的数量和效率，也有利于痰液的排出。此外，这种方式极有可能用于支气管扩张、高位脊髓损伤、长期卧床

导致肺炎患者的排痰，值得进一步探索、研究、验证和思考。

3 有氧训练

各类呼吸疾病患者都伴有不同程度的运动耐力下降，其根源不仅是心肺功能的衰退，还有制动导致的内呼吸能力减弱和

肌肉衰弱。因此，各类运动减少的临床情况都伴有有氧能力的减退。针对此问题的有氧训练是基本的呼吸康复内容。有氧训

练通常指大肌群、动力性、节律性的中小强度和较长时间的运动训练，包括步行、慢跑、骑车、游泳、有氧舞蹈等。与有氧训练关

联的中医运动康复形式（太极拳、八段锦、气功等）也正在得到普及和推广[3]。中医运动康复最重要的特征是身体活动与心理调

节，以及环境因素的有机整合，即心身合一、天人合一，其理论基础与实践是今后值得关注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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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吸气肌训练

晚期（终末期）呼吸疾病往往伴有呼吸肌衰竭。而长期缺乏运动和营养障碍也导致吸气肌衰弱。因此，吸气肌训练在呼吸

康复中逐步得到重视，而成为基础的训练内容[4—5]。但是需要关注的是，对于限制性肺疾病（包括新冠肺炎）患者，在急性期和

亚急性期的主要矛盾不是吸气肌衰弱。因此，此时不一定适合进行吸气肌训练，以避免增加能量消耗。

5 盐气溶胶疗法

本期发表了一篇关于盐气溶胶疗法的综述。盐气溶胶是指颗粒直径小于5μm的氯化钠气溶胶，可以下降至细支气管中，

直径小于1μm的可以直达肺泡，增加气道黏液的渗透压，稀释痰液，促进排痰；也有利于减轻气道粘膜充血水肿，具有局部杀菌

和抑菌作用。盐气溶胶疗法的作用已经得到国际初步认可，并纳入相关的临床指南[6]。

6 氢氧吸入疗法

氢氧吸入疗法是采用氢气和氧气的混合气体吸入，用于改善多种疾病的功能，包括呼吸疾病，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技术。最

近钟南山院士团队报告氢氧混合气用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的临床试验，发现氢氧疗法优于氧疗法，具有可接受的

安全性和耐受性[7]。

7 营养治疗

慢性肺疾病患者的共性特征之一就是营养不良，并由此导致肌肉萎缩和免疫能力低下，从而严重影响运动能力，并导致反

复感染。由于此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度，营养康复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但是关于营养不良发生和发展的关键原因（食欲低下、

吸收不良和利用障碍、肠道菌群紊乱、心理影响、药物作用等）与功能障碍和预后的关联，以及改善营养状态的高质量临床研究

不够充分[8]，应该引起重视。中医药可以通过滋补和调理的路径改善营养，应该引起特别关注。

8 可穿戴装备和远程康复

许多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后仍然有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特别是运动、心理、睡眠等。本刊发表了一项通过可穿戴装备和手

机APP方式进行新冠肺炎出院患者的居家康复研究[9]，揭示了远程呼吸康复的可行性和临床价值[10]。通过可穿戴式传感器实

现人群生命体征（体温、心率、呼吸、血压、运动）连续采集、传输和大数据库的建立，经过人工智能分析，不仅可以用于大部分患

者呼吸康复和管理的居家工作模式，也有望成为各类慢病康复的基本工作模式之一。

9 限制性肺疾病康复

此方向包括尘肺、肺纤维化、新冠肺炎、胸廓畸形、胸膜粘连等导致的吸气容量受限的疾病。康复治疗对于限制性肺疾病

患者运动能力的改善有较好的共识[11—13]，但是目前限制性肺疾病的康复方案循证医学依据不强，需要加强进一步研究。

10 阻塞性肺疾病康复

目前呼吸康复循证依据最强的更多聚焦在阻塞性肺疾病，包括通气功能、换气功能、运动耐力、生活质量、心理状态，以及

营养状态等。训练方案比较成熟，包括呼吸模式（腹式呼吸、缩唇样呼气、呼吸肌训练、局部呼吸等）、有氧训练、呼吸体操、营养

支持、氧疗和无创性通气装置等[14]。中医运动康复方法也有积极的效果，包括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3，15]。

11 肺移植康复

我国肺移植的手术数量和技术在国际名列前茅。与此同时，肺移植患者的康复也在积极进行中[16]。本期发表了陈静瑜团

队对肺移植围术期膈肌运动与肺功能和运动耐量相关性的初步研究，有积极的启发意义。肺移植康复的工作是其他脏器移植

后康复的示范，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12 肺癌围手术期康复

随着加速康复外科的发展，近年来肺癌围手术期康复得到关注。有研究提示围手术期康复有利于改善肺通气功能、生活

质量和运动能力，缩短住院周期[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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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非呼吸疾病的呼吸康复

心肺康复在脊髓损伤、脑卒中、心脏疾病、肿瘤、老年衰弱等各类患者整体能力康复与提升的价值已经有多项研究报

告[20—25]。呼吸康复的应用范畴拓展到各类慢病和健康问题，需要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

14 呼吸康复外周机制

康复医疗的核心机制不仅与受损的靶组织和器官相关，也与并未直接受损的组织、器官和系统相关。就呼吸疾病而言，康

复的目标不仅是改善肺和气管/支气管功能，也包括肌肉、心血管、血液、神经、肝肾、免疫、消化/营养、心理/认知、泌尿/生殖等；

康复医疗的手段不仅聚焦在肺和呼吸道，也要高度重视所有关联因素的康复训练与治疗[26]。本期关于 ICU获得性衰弱的综述

反映了康复医疗外周机制的重要性，值得一读，期望引起重视。

人类抗击新冠肺炎的战斗还在进行中。无论如何，加强运动、营养和积极的心态，保持强大的免疫能力都是最重要的预

防、治疗与康复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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