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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呼吸肌力量衰退或退行性病变所致呼吸功能较差现象

在老年人群中较为常见ꎮ 负荷深呼吸训练目的是指导患者进

行高效率呼吸ꎬ通过改善胸腔及腹腔活动负荷ꎬ从而增强肺部、
胸部等呼吸肌群弹性ꎬ维持和增大胸廓活动度ꎬ不仅可改善呼

吸协调性ꎬ而且还能强化呼吸肌力量ꎬ进而改善肺换气能力以

提高机体肺功能[１￣２] ꎻ然而受试者在训练过程中容易因氧供应

不足而出现头晕或恶心等症状ꎬ严重制约其训练积极性及疗

效ꎮ 基于此ꎬ本研究在老年对象进行负荷深呼吸训练时辅以吸

氧干预ꎬ并观察该联合疗法对受试者呼吸肌功能及训练时身心

感受情况的影响ꎬ为提高老年人群肺功能及生活质量提供参考

资料ꎮ
一、对象与方法

对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期间新乡医学院周边 ３ 个

居民社区 ６０~６４ 周岁老年人进行肺功能普查ꎬ参照«国民体质

测试标准手册»相关标准[３] ꎬ抽取肺功能较差(男性肺活量≤
２２２９ ｍｌ 或女性肺活量≤１５５９ ｍｌ)老年对象 ７４ 例ꎬ共有男 ４０
例ꎬ女 ３４ 例ꎬ均无呼吸系统疾病或不便于深呼吸训练的疾病ꎬ
如严重脑卒中、心脑血管疾病、运动功能障碍等ꎬ同时也排除无

训练时间保障或无法配合实践训练者ꎬ所有入选对象均对本研

究知情同意ꎮ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上述对象分为观察组及对

照组ꎬ每组 ３７ 例ꎮ 观察组共有男 ２０ 例ꎬ女 １７ 例ꎻ平均年龄

(６２.２±１.３)岁ꎻ身高(１６８.５±５.２)ｃｍꎻ体重(６４.４±７.４)ｋｇꎻ肺活量

(１８２４.７±１１５.３)ｍｌꎮ 对照组共有男 ２０ 例ꎬ女 １７ 例ꎻ平均年龄

(６２.４±１.３)岁ꎻ身高(１６８.５±５.０)ｃｍꎻ体重(６３.９±７.２)ｋｇꎻ肺活量

(１７９５.２±１０７.３) ｍｌꎮ ２ 组老年对象基本资料情况经统计学比

较ꎬ发现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具有可比性ꎮ
对照组受试者每天进行 １ 次负荷深呼吸训练ꎬ观察组对象

于深呼吸训练(训练方法同对照组)前首先吸氧 ３０ ｍｉｎꎬ深呼吸

训练过程中保持持续吸氧直至训练结束ꎮ 负荷深呼吸训练方

法如下:①深呼气训练ꎬ训练时受试者取站立位ꎬ先尽量深吸

气ꎬ然后将漏斗形吹嘴紧扣嘴部ꎬ再用力将肺内气体从吹嘴漏

气孔呼出ꎬ每组练习 １０~ ２０ 次ꎻ②采取增加胸腹部压力方式进

行深呼吸训练ꎬ目的是更大限度增加呼吸肌舒张力量负荷ꎬ训
练时受试者取仰卧位ꎬ将 ３ ~ ５ ｋｇ 沙袋平放于上腹部靠近胸腔

处ꎬ匀速缓慢深呼吸ꎬ吸气时尽量将胸腹部沙袋顶高ꎬ呼气时尽

量使沙袋降低ꎬ每次练习持续 ２ ｍｉｎꎮ 上述两项训练循环进行ꎬ
其训练负荷以受试者头不晕为度ꎻ待每个动作训练结束后ꎬ受
试者可自然呼吸调整 １ ~ ２ ｍｉｎꎬ再进行下一个训练动作ꎮ 吸氧

方法如下:受试者采用鼻导管给予低流量持续吸氧(氧浓度为

２０％~２９％)ꎬ吸氧流量为 １ ~ ２ Ｌ / ｍｉｎꎮ ２ 组对象可根据自身感

受及承受能力每次持续训练 ３０ ｍｉｎ 左右ꎬ共训练 １２ 周ꎮ 于第

１３ 周时要求 ２ 组对象互换训练方法ꎬ并让其体会上述两种方法

训练时的身心感受ꎮ
于治疗前及干预 １２ 周后采用上海产 Ｍｉｃｒｏ ＲＰＭ 型呼吸肌

力测试仪对 ２ 组受试者呼吸功能改善情况进行评定ꎬ检测指标

包括最大吸气压(ｍａｘｉｍｕｍ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ꎬＭＩＰ)和最大呼

气压(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ꎬＭＥＰ)ꎮ 另外本研究对 ２ 组

受试者训练时身心感受情况进行评分ꎬ包括心理感受(即训练

时烦闷或愉悦感)、身体感受(即训练时身体疲累感)及综合评

价(即训练过程中心情及身心疲累程度整体感受)共 ３ 项指标ꎬ
每项指标分值 １~１０ 分ꎬ由受试者根据自身主观感受进行逐项

自我评分ꎬ分值越高表示受试者身心感受情况越好[４] ꎮ
本研究所得计量数据以(ｘ－±ｓ)表示ꎬ选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版统计

学软件包进行数据比较ꎬ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Ｐ<０.０５表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入选时 ２ 组对象呼吸肌力量指标 ＭＩＰ 及 ＭＥＰ 值组间差异

１０２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第 ４０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３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经 １２ 周干预后ꎬ发现 ２ 组对象 ＭＩＰ
及 ＭＥＰ 值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Ｐ<０.０５)ꎻ并且上述指标均以

观察组对象的改善幅度较显著ꎬ与对照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ꎮ 另外观察组对象身心感受各项指标评分亦显著

优于对照组水平(均Ｐ<０.０５)ꎬ具体数据见表 １ꎮ

表 １　 干预前、后 ２ 组对象呼吸肌功能及训练时身心感受情况

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ＭＩＰ(ｃｍＨ２Ｏ)

入选时 干预后
ＭＥＰ(ｃｍＨ２Ｏ)

入选时 干预后
观察组 ３７ ７０.６±７.３ ８５.１±７.８ａｂ ９２.６±８.９ １０９.５±９.３ａｂ

对照组 ３７ ７１.５±７.８ ７９.４±７.７ａ ９３.４±９.１ １０２.５±９.５ａ

组别　 　 例数
身心感受评分(分)

心理感受 身体感受 综合评价
观察组 ３７ ８.６±２.１ｂ ８.３±２.４ｂ ８.５±２.３ｂ

对照组 ３７ ６.４±１.８ ６.７±２.０ ６.３±２.２

　 　 注:与组内干预前比较ꎬａＰ<０.０５ꎻ与对照组相同指标比较ꎬｂＰ<０.０５

三、讨论

目前有大量研究发现[５￣６] ꎬ老年人随着生理机能衰退其呼

吸肌力量也会出现明显下降ꎻ而呼吸肌是人体呼吸运动的重要

动力来源ꎬ呼吸肌功能强弱直接影响人体肺功能ꎮ 吕云龙认

为[７] ꎬ呼吸肌同身体其他部位骨骼肌一样可通过训练而获得功

能改善ꎬ采用深呼吸体操对人体呼吸肌进行训练有利于提高机

体肺功能ꎻ相关研究也证实[８] ꎬ膈肌为人体主要呼吸肌ꎬ在维持

正常通气及肺功能方面具有重要作用ꎬ通过对呼吸肌(尤其是

膈肌)进行强化训练ꎬ能提高膈肌功能并增强肺通气量ꎮ 众所

周知ꎬ深呼吸体操训练是肺活量较差人群的常见训练方法ꎬ对
提高训练者肺活量及肺功能具有明显效果ꎬ并且在训练实践中

发现ꎬ受试者可通过增加呼吸时空气阻力加大呼吸肌训练负

荷[９￣１０] ꎬ如许爱国[１１]将 ３ ｋｇ 沙袋平放于受试者腹部靠近胸腔

处ꎬ采用增加胸、腹部压力方式进行深呼吸训练ꎬ发现经干预后

受试者呼吸肌功能明显改善ꎮ 上述研究均认为ꎬ通过增加呼吸

训练负荷ꎬ有助于增强人体呼吸肌力量ꎬ提高肺泡弹性及肺通

气量ꎬ对改善人体肺功能具有重要作用ꎮ 本研究对照组老年对

象经 １２ 周负荷深呼吸训练后ꎬ发现其各项呼吸肌力量指标均

较入选时明显改善ꎬ进一步证实增加深呼吸训练负荷对改善老

年衰弱人群呼吸肌力量效果显著ꎮ
在深呼吸训练过程中经常能发现部分受试者出现头晕、恶

心等不良反应ꎬ有报道认为血氧供应不足是导致受试者身体出

现不适或头晕等现象的主要原因[１２￣１３] ꎮ 陈丽莹[１４] 采用功能训

练与日常吸氧相结合方式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
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ＣＯＰＤ)患者进行治疗ꎬ发现疗效明显

优于单一功能训练ꎻ同时也在报道中指出ꎬ当对患者进行腹肌

训练等耐力负荷性干预时ꎬ人体膈肌等组织需更多氧供应ꎻ而
联合吸氧治疗能进一步保障受试者在呼吸肌训练过程中机体

所需血氧供应ꎬ有助于缓解训练时呼吸肌疲劳并促其保持旺盛

活力ꎬ进而更显著改善受试者肺功能ꎮ 李晓艳[１５]也在相关报道

中指出ꎬ氧摄入量提高和呼吸肌功能改善均有利于 ＣＯＰＤ 患者

康复ꎬ并且吸氧联合呼吸肌训练能充分发挥二者间的互补及促

进作用ꎬ进而获得显著疗效ꎮ 基于此ꎬ本研究观察组老年对象

在负荷深呼吸训练过程中辅以吸氧干预ꎬ经 １２ 周治疗后ꎬ发现

该组老年对象呼吸肌力量指标改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ꎬ且身

心感受情况评分也明显优于对照组ꎮ 上述结果提示ꎬ老年对象

在负荷深呼吸训练过程中同时辅以吸氧干预ꎬ不仅有利于呼吸

肌功能进一步改善ꎬ同时还能避免训练过程中因氧供应不足导

致头晕、恶心等不良反应发生ꎬ提高训练耐受力及依从性ꎬ总之

该联合疗法值得在老年群体中推广、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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