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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ꎬＷＨＯ 命名为 ＣＯＶＩＤ￣１９ꎬ属于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ꎮ 为了确

保疫情期间安全、正常地开展康复诊疗工作ꎬ由中国康复医学会组织相关专家ꎬ结合国家医疗主管部门的相关指

南和方案并参考相关文献ꎬ经反复讨论制订了本共识ꎮ 共识对康复诊疗过程中的医务人员、患者及其陪护、探视

人员及康复诊疗场所的防护ꎬ康复介入的阶段、类型、方法等均提供了指导意见ꎮ 强调疫情期间按照因地制宜、
因人而异、分类指导、安全有效的基本原则开展工作ꎮ 本专家共识可供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康复相关学科以

及其它康复医疗机构使用ꎬ并为今后可能发生类似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康复诊疗提供有价值的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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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以来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ꎬＮＣＰ) [１] 在武汉市暴发并迅速
传播至全国乃至世界多个国家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ꎬ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将 ＮＣＰ 命名为 “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１９)” [２]ꎮ 我国已将其纳入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ꎬ按
甲类传染病管理[３]ꎮ 这次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是对我国疾
病防控及医疗体系的严峻考验ꎮ 本病除了直接侵害患
者的生命与健康外ꎬ由于其暴发式流行对医疗资源的
极大占用和高度传染性ꎬ对其他急慢性病患者的生命
与健康也造成了严重危害ꎬ对康复医疗工作也提出了
严峻挑战ꎮ

为了确保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及康复医疗机构在
疫情期间的安全防护和康复诊疗质量ꎬ积极、安全、稳
妥地开展康复诊疗工作ꎬ同时积极参与疫情患者本身
的救治工作ꎬ中国康复医学会组织相关专家ꎬ根据目前

防控形势的发展ꎬ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医疗主管部
门的相关指南和方案ꎬ经反复讨论ꎬ制订了«基于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疫情期间康复诊疗
专家共识(简称共识)»ꎬ供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及康

复医疗机构使用ꎮ

康复诊疗工作原则

在 ＣＯＶＩＤ￣１９ 等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疫情暴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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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ꎬ康复医学科应在严格遵循以下原则基础上开展临
床诊疗工作ꎮ

１.服从疫情防控大局:康复医疗工作首先要服从
疫情防控攻坚战的大局ꎬ在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指导下ꎬ
有条不紊地开展康复诊疗工作ꎮ

２.执行行业规范:严格执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和控制技术指南
(第一版)» [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
行第六版)» [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四
版)» [６]以及其他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防控指南[７￣８]ꎮ
开展康复诊疗的单位应制定科学的防控措施ꎬ对所有就
诊患者按上述要求进行排查ꎬ并做好筛查登记ꎮ

３.做好医患防护措施:开展康复诊疗工作的单位
和个人ꎬ严格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防护中常见医用防护用品使用范围指引
(试行)» [９]的要求做好各种防护ꎮ 对不能排除是否为
包括 ＣＯＶＩＤ￣１９ 在内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患者ꎬ按«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四版)» [６] 在内的呼吸道
感染性疾病防控与诊疗要求转介发热门诊等部门ꎬ暂
缓接触性康复诊疗工作ꎮ

４.线上线下结合:对于不是必须接受面对面康复
诊疗的非 ＣＯＶＩＤ￣１９ 患者ꎬ疫情期间可由康复医学科
医护人员通过电话、微信、视频等线上远程方式给予康
复诊疗指导[１０]ꎮ

５.充分利用一切手段:针对不同病期的ꎬ包括
ＣＯＶＩＤ￣１９ 在内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患者ꎬ积极配合临
床一线医务人员ꎬ充分利用各种方式ꎬ如视频、微信等
线上手段ꎬ开展远程康复诊疗指导、康复心理咨询及康
复医学科普宣教工作ꎻ并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中西医
并重ꎬ针对性地采用有利于减轻患者机体结构与功能
受损和促进其快速恢复的康复干预措施[１０￣１２]ꎮ

康复诊疗安全措施

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的«医疗机构内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第一版)» [４] 及有关
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防控指南[７￣８]ꎬ结合综合医院康复
医学科和其他康复医疗机构的建设管理特点[１３]ꎬ对医
患个人和诊疗环境采用相应的防护措施ꎮ

一、对医患个人的防护要求
所有人员均需共同遵守戴口罩、手卫生、咳嗽礼

仪、保持距离等要求ꎮ
１.医护治人员:进入康复诊疗区域前要测量体温、

穿工作服、戴一次性工作帽、一次性医用口罩(建议每
４ ｈ 更换 １ 次)ꎮ 在工作过程中严格执行手卫生ꎮ

２.各类患者:所有患者就诊前均需接受体温检测ꎬ
在康复诊疗过程中需戴医用口罩ꎮ 诊疗前、后严格执

行手卫生ꎮ 发现患者出现发热或其他呼吸系统症状ꎬ
则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 (第四
版)» [６]中提出的防护要求ꎬ引导患者前往发热门诊排
查ꎻ并消毒该患者接触过的所有区域和物品ꎮ

３.陪护人员:康复医学科病区及治疗区域严格控
制陪护人员数量ꎬ每名患者不超过 １ 名陪护人员ꎬ并相
对固定ꎮ 陪护人员每天要测量体温并登记ꎬ要求戴口
罩、严格执行手卫生ꎮ

４.探视人员:减少探视次数ꎬ缩短探视时间ꎮ 探视
人员要求戴口罩ꎬ进入病区前要测量体温ꎮ

５.诊疗操作人员:在做好医患双方个人及康复设
备防护的前提下ꎬ充分利用器械、智能化设备训练、物
理因子ꎬ以指导患者的主动康复为主ꎬ尽可能地减少
“一对一”的肢体接触治疗ꎮ 暂缓由医生实施的侵入
性康复治疗(如局部注射等)操作项目ꎮ 对确实需要
开展的近距离观察、训练和指导的相关康复治疗项目ꎬ
如呼吸训练、言语训练、吞咽治疗等ꎬ应在确保严格防
护的前提下酌情实施ꎬ此时医务人员应加戴一次性乳
胶手套、防护面罩ꎮ 在工作过程中严格执行手卫生ꎮ

二、对环境(康复门诊 /病房)的防护要求
１.康复诊室及病区:要随时保证室内外空气流通ꎬ

每日至少开窗通风 ２ 次ꎬ每次不少于 １ ｈꎻ或每 ２ ~ ４ ｈ
开窗通风 １ 次ꎬ每次 ２０~３０ ｍｉｎꎻ或使用空气消毒机每
天消毒 ４ 次ꎬ每次 ２ ｈꎻ无人房间每日紫外线灯照射
１ 次ꎬ每次 １ ｈ 以上ꎮ

２.治疗区域的布局:根据防控需要合理调整治疗
区域的布局ꎬ加大区域内治疗之间的间隔ꎮ 接受康复
治疗的患者之间应相互间隔至少 １ ｍꎮ

３.康复器械:每日所用设备必须严格按照要求消
毒到位ꎮ 可采用 １０００ ｍｇ / Ｌ 含氯消毒剂或含过氧乙
酸、过氧化氢纸巾进行彻底擦拭消毒ꎬ每天至少 ２ 次ꎮ

４.治疗所需要的耗材:康复诊疗技术、操作所用耗
材、辅助用品尽量选择一次性物品ꎬ最大限度降低感染
风险[１４]ꎮ 使用需要接触皮肤的治疗性电极要一人一
副ꎬ交由患者保管ꎬ谨慎使用多人共用的吸附式电极ꎮ

５.公共区域:积极配合各级医疗机构相关部门做
好康复门诊、康复医学科住院部公共区间及康复诊疗
区间的清洁消毒工作ꎮ

康复医学科住院患者的康复诊疗

一、入住康复病区的接诊制度
１.严格筛查:开具住院单前应按照国家卫生健康

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中的
要求或传染性呼吸道疾病的特点ꎬ仔细询问流行病史
并填写筛查资料ꎬ放入病历保存[１５]ꎮ

２.体温检测:准备入住康复科病房的患者ꎬ均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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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温检测[１６]ꎬ按医院疫情防控要求办理住院手续ꎮ
３.全程防护:住院期间ꎬ所有患者及家属均需按医

院要求做好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个人防护[１７]ꎮ
二、患者住院期间的康复诊疗
１.做好各方防护:康复医生在交接班和查房中ꎬ均

应严格遵照国家有关 ＣＯＶＩＤ￣１９ 以及其他呼吸道感染
性疾病的相关规定ꎬ做好自我防护[１６ꎬ１８]ꎻ康复治疗师
和护士实施操作时应做好防护及预防院内感染工
作[１９]ꎻ合理安排患者的治疗时间ꎬ减少不必要的患者
聚集[２０]ꎮ 如非必须ꎬ住院患者的家属和陪护禁止进入
康复治疗区域[２１]ꎮ

２.避免接触感染:康复治疗以治疗师指导下的、患
者自主进行的主动性训练为主[２２]ꎮ 在工作过程中严
格执行防护措施[２３]ꎮ

３.及时发现并有效处理隐患:住院治疗期间如患
者出现发热和 /或呼吸系统症状ꎬ应引导其前往发热门
诊进行排查ꎮ 同时ꎬ对患者接触的物品及周围环境立
即进行消毒处理[２４￣２５]ꎮ

疫情期间相关临床学科的康复诊疗需求

一、康复诊疗转介制度
１.会诊制度:严格遵循医疗机构相关流程[２６]ꎬ临

床科室患者需要康复治疗的均应开具康复会诊医嘱及
会诊单ꎬ由康复医学科按照规定指派医生负责会诊ꎮ

２.首诊制度:康复医学科负责会诊的医生到达会诊
科室后ꎬ在会诊前做好与主管医生的沟通ꎬ充分了解被
会诊患者的病情[２７￣２８]ꎬ并做好必要的个人防护措施[４ꎬ２９]ꎮ

３.康复治疗转介制度:康复医学科医生经过会诊
后ꎬ认为确有必要实施康复治疗的ꎬ开具康复治疗医
嘱ꎬ转介患者到康复医学科的指定治疗区域接受康复
治疗ꎬ原则上尽可能开具患者主动性康复训练项目ꎮ

二、床边康复治疗
根据患者病情需要开展床边康复治疗的ꎬ需要注

意以下事项ꎮ
１.做好防护工作:康复治疗师及患者均需要按要

求分别做好个人防护ꎬ在康复诊疗工作中严格执行手
卫生ꎬ防止交叉感染[４ꎬ１６ꎬ２１ꎬ３０￣３２]ꎮ

２.主动康复为主:床边康复尽可能指导患者实施
主动性康复训练ꎬ尽量避免采用接触式的治疗措施ꎬ如
必须进行ꎬ应在严密防护下酌情实施[１６ꎬ３３]ꎮ

３.严格设备消毒:对于携带到各病区进行床边康
复治疗的设备和理疗仪器ꎬ应严格根据相关规定消毒ꎬ
做到每人 /次使用后及时消毒[１３ꎬ１６ꎬ３４]ꎮ

社区及居家患者的康复

一、利用互联网平台及资源ꎬ开展远程康复指导

在减少外出、避免交叉感染、阻断感染源、保障安
全的同时ꎬ对可以居家康复的患者ꎬ鼓励各单位制定实
施网上诊疗、线上指导、康复科普、家庭康复督导等方
案ꎬ通过专业人员指导开展家庭康复及远程康复ꎬ用多
元化的方式最大限度保证患者康复治疗的连续性和有
效性ꎮ 疫情期间不建议康复医务人员进入家庭开展康
复诊疗指导工作ꎮ

二、加强患者及家属教育ꎬ开展居家康复指导
１.疫情防护知识教育:在诊疗患者的同时ꎬ康复医

务人员应对患者及家属进行新冠肺炎等呼吸道感染性
疾病的相关防护知识宣教ꎬ包括居家防护和公共场所
防护ꎬ提升患者及其家属的防护意识和防护水平ꎮ

２.心理疏导:康复医务人员应同时关注患者在疫
情期间可能出现的焦虑、疑病、抑郁等异常心理状态ꎬ
开展针对性心理疏导工作ꎬ使其以恰当心态对待疫情
信息ꎮ 如果患者目前的情绪已经影响其日常生活ꎬ可
指导其利用积极联想、放松训练、正确宣泄、调整认知、
建立价值感等方法来调节ꎬ必要时建议其寻求专业心
理支持[３５]ꎮ

３.日常生活方式指导:考虑到疫情可能导致的群
众心理￣行为不稳定因素ꎬ建议康复医务人员加强对患
者进行个体化的生活方式评估并开展相应的教育指
导ꎬ帮助其维持稳定健康的生活方式ꎮ

ＣＯＶＩＤ￣１９ 患者的康复

为防止 ＣＯＶＩＤ￣１９ 患者长时间卧床及缺乏活动带
来的并发症ꎬ以及对心肺功能和身心状态的不利影响ꎬ
也为了减轻疾病本身对心肺、神经、肾脏功能的损害ꎬ
促进患者多系统功能恢复并改善预后结局ꎬ在做好安
全防护的前提下ꎬ应针对不同病期患者的心肺功能、心
理状态、体能等各方面情况ꎬ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循序
渐进地进行评价ꎬ给予安全、科学、合理、可行的康复
干预ꎮ

一、康复指导原则
１. 不同分期的康复指导:①确诊住院患者应遵循

“能量节约”原则ꎬ缓解呼吸困难ꎬ改善呼吸功能ꎬ加强
呼吸、体能和耐力等节能技能训练、环境适应性训练
等ꎮ ②出院恢复期患者应加强生活活动能力恢复训
练、体能训练等ꎮ ③疑似患者应加强认知、心理与行
为、自我传染源管控ꎬ指导节能技能训练等[３５]ꎮ

２. 坚持全程心理干预:针对处于不同病期的患者
及其家属ꎬ通过微信、电话、视频、科普宣传等各种有效
手段ꎬ给予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状况监测、心理咨询和心
理治疗ꎬ干预方式可包括音乐治疗、放松冥想ꎬ人际支
持、正念疗法等[３５]ꎮ

３. 安全有效改善心肺功能:针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对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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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功能的影响ꎬ指导患者掌握正确的呼吸方法和呼吸
训练方法ꎬ最大限度地提高呼吸功能ꎮ

４. 逐步稳妥提高体能:针对患者因呼吸困难、活
动减少而出现的身体机能下降ꎬ充分评估心肺功能后ꎬ
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开展以提高患者体能为目的的
各种康复活动ꎬ并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ꎬ精准
施策ꎮ

５. 针对其他脏器功能康复:除肺功能外ꎬ若疾病
影响到患者的心脏、神经系统、肾脏等脏器的功能ꎬ可
参照相关康复诊疗方案酌情因人而异地给予康复
干预ꎮ

６. 适当给予物理因子干预:按照物理因子临床诊
疗常规及对诊疗器械的消毒要求ꎬ给予适宜的物理因
子治疗ꎮ

二、改善 /提高心肺功能
１. 呼吸康复:指导患者掌握正确的呼吸方法和呼

吸训练方法ꎬ如适宜的体位、有效的呼吸模式、各种类
型的徒手训练、巧用居家生活用品的呼吸操ꎬ维持并最
大限度地改善呼吸功能ꎮ 具体方法可参照中国康复医
学会制定的«２０１９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呼吸康复指导意
见(第一版)» [１０]及相关指南ꎮ

２.中医康复:根据病情及场地ꎬ在做好空气和地面
环境消毒后ꎬ评估患者的体能ꎬ针对不同患者选择性练
习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易筋经等传统功法中具有
改善呼吸作用的动作[３６]ꎮ 所有锻炼均应掌握好运动
量ꎬ以不出现症状加重或不适为适度运动量的标准ꎬ以
改善患者呼吸功能、达到身心愉悦为目的ꎮ

３. 物理因子治疗:根据病情及场地ꎬ在评估患者
的体能后ꎬ如各方面条件具备ꎬ在按照诊疗器械消毒的
要求完成消毒的前提下ꎬ可以选择性采用针对性的物
理因子ꎮ 例如ꎬ使用微热量超短波作用于胸部ꎬ以减轻
肺部炎症[１２]ꎻ采用带有专用内衬的胸部气压装置辅助
胸廓运动ꎬ改善呼吸功能等ꎮ 所有治疗均应经专业人
员进行安全性评估后在监管下实施ꎮ

三、增强活动能力和体能
１. 主动运动训练:根据病情及场地ꎬ结合患者的

心肺功能和体能评估结果ꎬ因地制宜指导患者开展主
动性的肢体活动ꎬ提高机体免疫力ꎬ促进身体机能逐渐
恢复到正常水平ꎮ 如对于重症患者可以指导床上呼吸
训练、体位转换训练、四肢活动训练等ꎻ对于轻症患者
可以指导呼吸训练、室内步行、无负荷四肢运动训练、
各种医疗体操等ꎻ对于出院但遗留肺功能或体能障碍
的患者ꎬ除进行呼吸训练、有氧步行、医疗体操外ꎬ有条
件的可到康复机构借助于功率车、活动平板、四肢联动
器械等设备针对性地改善心肺功能、提高体能ꎮ

２.结合中医锻炼:选择符合患者体能的太极拳、八

段锦、五禽戏、易筋经等传统锻炼功法ꎬ并结合呼吸训
练ꎬ动静结合ꎬ提高患者体能ꎬ增强免疫力ꎮ

结束语

本共识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医疗主管部门
近期发布的包括 ＣＯＶＩＤ￣１９ 在内的有关呼吸道感染性
疾病的相关指南和方案并结合相关文献而制订ꎬ对康
复诊疗过程中的医务人员、非新冠肺炎患者及其陪护
的防护要求ꎬ康复介入的阶段、类型、方法等提供了建
议ꎬ并提出包括确诊和疑似 ＣＯＶＩＤ￣１９ 在内的呼吸道
感染性疾病患者的康复干预内容ꎮ 可按照因地制宜、
因人而异、分类指导、安全有效的基本原则实施ꎮ 如果
康复医务人员不能直接指导ꎬ可借助于网络ꎬ通过微
信、微博、视频等科普宣传新媒体ꎬ给予线上指导ꎮ

本共识可供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康复医疗机构
等相关学科使用ꎬ并为今后可能发生类似的呼吸道感
染性疾病的康复诊疗提供有价值的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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