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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通过 ＲｅｖＭａｎ５.０ 软件评价运动对老年睡眠障碍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ꎬ探讨不同运动

对老年睡眠障碍患者睡眠质量的干预效果ꎬ为今后有关运动干预老年睡眠障碍患者的研究提供循证依据ꎮ
方法　 计算机检索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图书馆、ＰｕｂＭｅｄ、ＥＭｂａｓｅ、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中国知网(ＣＮＫＩ)等数据库ꎬ检索时间

为建库至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ꎬ收集有关运动干预老年睡眠障碍患者睡眠质量的随机对照实验ꎬ依据纳入和

排除标准进行文献筛选ꎬ应用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偏倚风险工具对纳入的文献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ꎬ并应用 ＲｅＭａｎ５.０
软件进行合并效应量分析ꎮ 结果　 最终纳入 ９ 篇随机对照研究ꎬ共 ９２８ 例患者ꎮ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显示ꎬ与对

照组相比ꎬ运动能够改善老年睡眠障碍患者的总体睡眠质量ꎬ合并效应量分析为:睡眠总分[均数差(ＭＤ)
＝ －２.４１ꎬ９５％ＣＩ (－３.０５ꎬ－１.７６)ꎬＰ<０.００１]ꎻ主观睡眠质量[ＭＤ＝ －０.１３ꎬ９５％ＣＩ( －０.４５ꎬ－０.１６)ꎬＰ<０.００１]ꎻ
睡眠潜伏期[ＭＤ＝ －０.５０ꎬ９５％ＣＩ(－０.６６ꎬ－０.４３)ꎬＰ<０.０１]ꎻ睡眠时间[ＭＤ＝ －０.４ꎬ９５％ＣＩ( －０.５８ꎬ－０.２１)ꎬＰ<
０.０１]ꎻ睡眠效率[ＭＤ＝ －０.４０ꎬ９５％ＣＩ( － ０. ６２ꎬ－ ０. １８)ꎬＰ< ０. ０１]ꎻ睡眠干扰[ＭＤ ＝ － ０. １８ꎬ９５％ＣＩ( － ０. ２８ꎬ
－０.０８)ꎬＰ<０.０１]ꎻ睡眠药物使用[ＭＤ＝ －０.２９ꎬ９５％ＣＩ(－０.４８ꎬ－０.１０)ꎬＰ<０.０１]ꎻ日间功能[ＭＤ＝ －０.２９ꎬ９５％
ＣＩ(－０.４４ꎬ－０.１３)ꎬＰ<０.０１]ꎮ 结论　 运动能够提高睡眠障碍患者的总体睡眠质量、缩短睡眠潜伏期、提高

睡眠效率、减少睡眠药物的使用、改善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ꎬ并能改善老年人的日间功能ꎬ但对其主观睡眠

质量及睡眠干扰的影响效果较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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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剧ꎬ老年人健康已成为社
会关注的焦点问题ꎮ 研究发现ꎬ我国 ６０ 岁及以上的
老年人口中有 ５０％ ~ ９０％患有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
问题[１￣４] ꎮ 合并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睡眠障碍患病
率高达 ５０％ ~ ９２％ [５￣６] ꎮ 多项研究表明ꎬ老年人长时
间睡眠障碍不仅会降低免疫功能ꎬ还可能会增加发
生心血管疾病和痴呆的风险[７￣９] ꎮ 具体而言ꎬ老年人
睡眠问题不仅是免疫功能障碍、２ 型糖尿病、高血压、
慢性疼痛的风险因素ꎬ还是焦虑抑郁等精神类疾病
发生的高风险因素[１０] ꎮ 因此ꎬ睡眠障碍已然成为人
口老龄化中的一项公共健康问题ꎮ

老年人睡眠呈现出睡眠潜伏期延长、睡眠维持
困难ꎬ非快速动眼睡眠时相增多、快速动眼睡眠时相
减少及睡眠各时相的交换频率增加、总睡眠时间减
少的特征ꎮ 躯体疾病、心理情绪、不良生活习惯等极
易导致老年人睡眠障碍的发生ꎬ脑内神经化学物质
水平改变可能是睡眠障碍的影响因素之一[１１] ꎮ 目
前ꎬ睡眠障碍的治疗多以药物为主ꎬ安眠类药物副作
用较大[１２] ꎮ 过度服用可能导致死亡ꎬ长期服用会对
老年人的肝、肾等产生毒副作用[１３] ꎮ 因此ꎬ采用安全
有效、经济可行的非药物治疗干预成为研究的热点
问题ꎮ 近年来ꎬ有关运动干预老年人睡眠障碍的研
究越来越多[１４￣１５] ꎮ 但由于运动干预的形式、运动时
间、运动频率及运动周期的选择不同ꎬ导致干预效果
存在差异ꎮ

本研究采用 ＲｅｖＭａｎ５.０ 软件ꎬ对国内外有关运
动干预老年睡眠障碍患者的研究进行定量分析ꎬ并
对纳入的文献进行异质性分析ꎬ以期获得科学的运
动干预方案ꎬ为运动干预老年睡眠障碍运动处方的
制订提供依据ꎮ

资料与方法

一、文献纳入标准
１.文献类型:本研究遵循国际上 Ｍｅｔａ 分析撰写

指南的要求ꎬ进行随机对照试验的筛选[１６￣１８] ꎮ 采用
运动干预老年睡眠障碍患者的随机对照实验ꎬ文种
限制为中文和英文ꎮ

２.研究对象:①年龄或平均年龄≥６０ 岁的老年
人ꎬ种族、国家不限ꎻ②经过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
表(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ꎬＰＳＱＩ)评定ꎬ确诊为
睡眠障碍ꎻ③无重度认知障碍或行动不便者ꎮ

３.干预措施:①至少有一个实验组采用运动作为
干预手段ꎻ②对照组不进行有规律的运动干预ꎮ

４.结局指标:本研究主要使用国际上普遍认可的
ＰＳＱＩ 作为研究的结局指标[１９] ꎮ 采用 ＰＳＱＩ 量表中的
总体睡眠质量、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效率、

睡眠干扰、睡眠药物的使用和日间功能等作为评定
睡眠障碍的指标[２０] ꎮ

５.排除标准:①非中、英文文献ꎻ②重复发表、质
量评估较差的文献ꎻ③运动结合其它疗法的随机对
照研究ꎻ④实验数据采用线性回归方式呈现ꎬ且无法
获取原始数据ꎻ⑤数据描述不清楚ꎬ无法计算的
文献ꎮ

二、检索策略
由 ２ 名 检 索 人 员 同 时 检 索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ｕｂＭｅｄ、Ｅｍｂａｓｅ、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中国知网(ＣＮＫＩ) ５
个数据库ꎬ收集有关运动干预老年睡眠障碍患者的
随机对照研究ꎬ检索期限从各个数据库建库至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ꎬ同时手工检索纳入文献和相关 Ｍｅｔａ 分
析的参考文献ꎬ并联系作者补充相关文献ꎮ 检索词
采用主题词加自由词的方式ꎬ经过反复预检后确定ꎬ
并辅以手工检索ꎬ必要时追溯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ꎮ
中文检索词以“睡眠障碍”、“失眠”、“睡眠觉醒障
碍”、“运动”、“传统健身气功”、“慢跑”、“匹兹堡睡
眠指数量表”、“睡眠质量”、“随机对照组实验”等ꎻ
英文检索词以:“ ｓｌｅｅｐ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ｓｏｍｎｉｐａｔｈｙ”、“ ｉｎ￣
ｓｏｍｎｉａ”、 “ ｓｌｅｅｐ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ꎻ “ ｔｒｉａｌ ”、 “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
“ ａｅｒｏｂｉｃ ”、 “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 ｑｉｇｏｎｇ ”、 “ Ｔａｉ Ｃｈｉ
ｑｉｇｏｎｇ”、“ ｑｉｇｏｎｇ”、 “ Ｔａｉｊｉ”、 “ ｊｏｇ”、 “ ｃａｎｔｅｒ”ꎻ “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ｌｅｅｐ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ｌｅｅｐ ｌａｔｅｎｃｙ”、“ ｓｌｅｅｐ ｄｕ￣
ｒａｔｉｏｎ”、“ｄａｙ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ｄｅｘ”、“ＰＳＱＩ”ꎻ“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ｒａｎｄｏｍ￣
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等ꎮ

三、文献筛选、资料选取及质量评价
１.文献筛选:由 ２ 位研究人员分别采用独立双盲

的方式ꎬ按照纳入、排除标准筛选文献ꎮ 先阅读题目
和摘要对文章进行初步剔除ꎬ根据文献的纳入和排
除标准ꎬ对符合标准的文献进行阅读并下载全文ꎮ
筛选结束后ꎬ２ 位研究人员对提取的文献进行比对ꎬ
若有分歧ꎬ则由第 ３ 人共同讨论决定是否纳入ꎮ

２.数据提取:由 ２ 位研究人员独立提取纳入分析
的文献ꎬ对缺乏数据信息或信息不清楚的资料ꎬ通过
邮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获取或确认ꎻ纳入信息不一
致时ꎬ与第三方共同讨论后确定ꎮ 资料提取内容包
括:①基本信息(作者、发表年限、国家、样本量、年
龄、诊断标准、实验对象的分配方式)ꎻ②实验特征
(干预措施、实验周期、时间、频次、对照组的干预方
式)以及结局指标ꎮ

３.文献质量评价:根据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手册中随机对照
研究的质量评价标准ꎬ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ꎮ
包括随机序列生成、分配隐藏、受试者及研究人员的
盲法、结局评估盲法、结局数据不完整、选择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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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偏倚ꎬ对每条指标采用“低偏倚风险”、“偏倚
不确定性”、“高偏倚风险”进行判定ꎮ

四、数据处理及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Ｒｅｖｉｅｗ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ｒ ５. ３. ５ 软件对纳入文献

的结局指标进行效应量合并、异质性检验、敏感性
分析ꎬ并绘制森林图ꎮ 本文所纳入的文献中ꎬ结局
指标均属于连续性变量ꎬ且各指标测试单位均相
同ꎮ 计算均数差(ｍｅａ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ＭＤ)和 ９５％置信
区间ꎮ 采用 Ｐ 值及 Ｉ２ 进行异质性检验ꎬ若Ｐ>０.１０ꎬ
各研究间不存在异质性ꎬ若Ｐ<０.１０ꎬ研究间存在异
质性ꎮ Ｉ２ 代表研究间的异质性水平ꎬ可分为 ４ 个等
级:Ｉ２ 在 ０％ ~ ４０％ 区间内ꎬ异质性可忽略ꎻ Ｉ２ 在
４０％ ~ ６０％区间内ꎬ说明研究间存在中度异质性ꎻＩ２

在 ６０％ ~ ７５％区间内ꎬ说明研究间存在高异质性ꎻＩ２

在 ７５％ ~ １００％区间内ꎬ说明研究间存在极高异质
性ꎮ 如研究结果间有统计学异质性( Ｉ２ ≥５０％ꎬＰ<
０.１０) ꎬ则异质性不可忽略ꎬ需要讨论异质性来源并
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ꎮ

结　 　 果

一、文献检索结果
共检索出文献 ４２７９ 篇ꎬ排除所有不符合要求的

文献ꎬ最终纳入 ９ 篇文献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ꎮ
二、纳入文献基本特征
所纳入的 ９ 篇[２１￣２９] 随机对照研究中ꎬ受试者共

９２８ 例ꎬ均为具有睡眠障碍的老年人ꎮ 文献的发表年
限为 １９９７ 年 ~ ２０１９ 年ꎬ语种为英文和中文ꎬ其中中
文 ５ 篇ꎬ英文 ４ 篇ꎮ 纳入的研究均以单纯的运动方
式干预睡眠ꎬ且对照组均未进行有规律的运动干预ꎮ
其中ꎬ试验组采用的运动干预方案主要以中国传统
气功以及有氧运动为主ꎬ仅有 １ 篇采用了抗阻力形
式的运动干预睡眠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文献　 　 发表年份
例数

治疗组 对照组
运动干预

韦梅珍等[２１] ２０１１ ３６ ３６ 有氧运动ꎬ１２ 周

熊振宇等[２２] ２０１８ ７９ ８５ 八段锦ꎬ１２ 周

ｃｈｅｎ 等[２３] ２０１１ ２７ ２８ 八段锦ꎬ１２ 周

Ｌｉ 等[２４] ２００４ ６２ ５６ 太极ꎬ１２ 周

王英伟等[２５] ２０１９ ４５ ４４ 八段锦ꎬ１２ 周

母海燕等[２６] ２０１８ ３６ ３６ 快步走ꎬ１２ 周

苏兴田等[２７] ２０１６ ５０ ５０ 有氧运动ꎬ８ 周

Ｈａｒｉｐｒａｓａｄ 等[２８] ２０１３ ６２ ５８ 瑜伽运动ꎬ２４ 周

Ｓｉｎｇｈ 等[２９] １９９７ １５ １３ 阻力训练ꎬ１０ 周

三、风险偏倚性评估
本研究纳入 ９ 篇随机对照研究ꎬ纳入文献偏倚可

能性较小ꎬ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可靠ꎮ

四、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
１.运动对总体睡眠质量的影响
实验组与对照组间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Ｉ２ ＝

７２％ꎬ表明各研究间存在高异质性ꎬ故采用随机效应模
型进行分析ꎮ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显示:合并效应量 ＭＤ ＝
－２.４１ꎬ９５％ＣＩ 为(－３.０５ꎬ－１.７６)ꎬ运动组 ＰＳＱＩ 总体得
分较低ꎬ说明运动能够显著改善老年睡眠障碍患者
的睡眠质量ꎮ 运动对总体睡眠质量影响的合并效应
量 ＭＤ＝ －２.４１ꎬ９５％ＣＩ 为( －３.０５ꎬ－１.７６)ꎬＩ２ 的范围
为 ６９％ ~７５％ꎬ剔除单个研究后ꎬ运动对总体睡眠质
量影响的 ＭＤ 范围为( － ２. ２４ꎬ－ ２. ５５)ꎬＩ２ 的范围为
６９％ ~７５％ꎮ

２.运动对主观睡眠质量的影响
在运动对主观睡眠质量的影响方面ꎬ异质性检验

结果显示: Ｉ２ ＝ ７８％ꎬ表明各研究间存在高异质性ꎮ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显示:合并效应量 ＭＤ ＝ －０.１３ꎬ９５％ＣＩ
为(－０.４５ꎬ－０.１６)ꎮ 表明与对照组相比ꎬ运动能够改
善老年睡眠障碍患者的主观睡眠质量ꎬ但是对主观睡
眠质量的改善效果并不理想ꎮ

３.运动对睡眠潜伏期的影响
在运动对睡眠潜伏期的影响方面ꎬ异质性检验结

果显示:Ｉ２ ＝ ６７％ꎬ表明研究存在较大的异质性ꎮ Ｍｅｔａ
分析的结果显示:合并效应量 ＭＤ ＝ －０.５０ꎬ９５％ＣＩ 为
(－０.６６ꎬ－０.４３)ꎮ 表明与对照组相比ꎬ运动可以缩短
老年人的睡眠潜伏期ꎮ

４.运动对睡眠时间的影响
在运动对睡眠时间的影响方面ꎬ异质性检验结果

显示:Ｉ２ ＝ ８０％ꎬ表明研究存在较大的异质性ꎮ Ｍｅｔａ 分
析的结果显示:合并效应量 ＭＤ ＝ － ０. ４ꎬ ９５％ ＣＩ 为
(－０.５８ꎬ－０.２１)ꎮ 表明与对照组相比ꎬ运动能够有效
地延长老年睡眠患者的睡眠时间ꎮ

５.运动对睡眠效率的影响
在运动对睡眠效率的影响方面ꎬ异质性检验结果

显示:Ｉ２ ＝ ８５％ꎬ表明研究存在较高的异质性ꎮ Ｍｅｔａ 分
析的结果显示:合并效应量 ＭＤ ＝ － ０. ４０ꎬ９５％ ＣＩ 为
(－０.６２ꎬ－０.１８)ꎮ 表明与对照组相比ꎬ运动能提高老
年睡眠障碍患者的睡眠效率ꎮ

６.运动对睡眠干扰的影响
在运动对睡眠干扰的影响方面ꎬ异质性检验结果

显示:Ｉ２ ＝ ６６％ꎬ表明研究存在较大的异质性ꎮ Ｍｅｔａ 分
析的结果显示:合并效应量 ＭＤ ＝ － ０. １８ꎬ９５％ ＣＩ 为
(－０.２８ꎬ－０.０８)ꎮ 表明与对照组相比ꎬ运动能够有效
地缓解患者的睡眠干扰ꎮ

７.运动对药物使用的影响
在运动对药物使用的影响方面ꎬ异质性检验结果

显示:Ｉ２ ＝ ８５％ꎬ表明研究存在较大的异质性ꎮ Ｍｅｔａ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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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结果显示:合并效应量 ＭＤ ＝ － ０. ２９ꎬ９５％ ＣＩ 为
(－０.４８ꎬ－０.１０)ꎮ 表明与对照组相比ꎬ运动能够减少
老年睡眠障碍患者的药物使用ꎮ

８.运动对日间功能的影响
在运动对日间功能的影响方面ꎬ异质性检验结果

显示:Ｉ２ ＝ ７９％ꎬ表明研究存在较大的异质性ꎮ Ｍｅｔａ 分
析的结果显示:合并效应量 ＭＤ ＝ － ０. ２９ꎬ９５％ ＣＩ 为
(－０.４４ꎬ－０.１３)ꎮ 表明与对照组相比ꎬ运动能够改善
老年睡眠障碍患者的日间功能ꎮ

讨　 　 论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显示ꎬ运动对老年睡眠障碍患者的
总体睡眠质量有较好的改善作用ꎬ但研究间存在较大
的异质性ꎮ 对异质性来源进行分析后ꎬ发现异质性主
要与运动频次相关ꎮ 吴炜炜等[２]通过 Ｍｅｔａ 分析ꎬ发现
传统健身运动对老年人睡眠质量的影响ꎬ具有较高的
异质性ꎮ 本研究发现ꎬ有氧运动对总体睡眠质量影响
的合并效应量为 ＭＤ ＝ － ２. ５５ꎬ ９５％ ＣＩ 为 ( － ３. ２１ꎬ
－１.８９)ꎻ八段锦等传统健身气功对总体睡眠质量影响
的合并效应量为 ＭＤ ＝ －２.４ꎬ９５％ＣＩ 为( －３.３ꎬ－１.５)ꎮ
可见有氧运动与传统健身气功对老年人总体睡眠质量
影响的程度相近ꎮ 抗阻训练对老年人总体睡眠质量的
影响仅纳入 １ 篇ꎬ其 ＭＤ ＝ － １. １ꎬ９５％ ＣＩ 为 ( － ２. ０６ꎬ
－０.１４)ꎬ可见抗阻训练也是改善老年人睡眠质量的有
效有段ꎮ

有研究通过分析不同运动对老年人睡眠质量的影
响ꎬ发现有氧运动及抗阻运动均能改善老年睡眠障碍
患者的总体睡眠质量ꎬ但有氧运动对老年人白天嗜睡
及夜间睡眠效率的改善效果更显著[３０]ꎮ Ｙａｎｇ 等[１０]研
究发现ꎬ运动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睡眠质量ꎮ Ｓｉｎｇｈ
等[２９]研究结果显示运动能够有效地促进睡眠ꎮ

有研究发现运动对睡眠障碍的影响是有限的ꎮ
睡眠障碍主要包括主观睡眠质量、睡眠潜伏期、睡眠
时间、睡眠效率、睡眠干扰及日间功能等方面[３１] ꎮ 单
一的运动方式干预并非能够对睡眠障碍的所有睡眠
维度产生有效的影响ꎮ 由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ꎬ运
动对睡眠各维度均有改善效果ꎬ但是效应量各不相
同ꎬ运动对主观睡眠质量和睡眠干扰的效应量最小ꎮ
可能原因是老年人随着机能的下降ꎬ其与睡眠恢复
相关的神经元活动减少、突触可塑性能降低[３２] 、脑细
胞内调节睡眠的抑制性神经递质含量降低、海马体
萎缩、生物钟及睡眠结构退化[３３￣３４] ꎮ 导致老年人睡
眠质量下降的因素是多维度的ꎬ主要受到生理性、病
理性、环境及心理社会因素的影响[３５￣３６] ꎮ 因此ꎬ在制
订运动处方干预老年人的睡眠障碍时ꎬ应因人而异ꎬ
根据睡眠障碍维度的不同ꎬ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ꎬ进

而改善老年人的睡眠障碍ꎮ
本研究仅收集了公开发表的中、英文文献ꎬ样本量

较小ꎬ存在局限性ꎻ本研究选取的结局指标为 ＰＳＱＩꎬ易
受到受试者的主观感受影响ꎬ在今后的研究中ꎬ将进一
步完善ꎮ 综上ꎬ运动可以有效缩短老年睡眠障碍患者
的睡眠潜伏期、延长睡眠时间、提高睡眠效率、减少睡
眠药物的使用、减轻其对日间功能的影响ꎬ但对主观睡
眠质量、睡眠干扰的改善作用不显著ꎮ

参　 考　 文　 献

[１] 汪文奇.我国老龄化社会进程中老年人体育生活方式的研究[ Ｊ] .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ꎬ ２００４ꎬ ２７ ( ８): １０２５￣１０２７.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３６１２.２００４.０８.００７.

[２] 吴炜炜ꎬ 兰秀燕ꎬ 邝惠容ꎬ 等. 传统健身运动对老年人睡眠质量

影响的 Ｍｅｔａ 分析[ Ｊ] . 中华护理杂志ꎬ ２０１６ꎬ ５１(２): ２１６￣２２４.
ＤＯＩ: １０.３７６１ / 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７６９.２０１６.０２.０１６.

[３] 刘芸ꎬ 董永海ꎬ 李晓云. 中国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睡眠障碍患病率的

Ｍｅｔａ 分析[Ｊ] . 现代预防医学ꎬ ２０１４ꎬ ４１(８): １４４２￣１４４５.
[４] 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 Ｇꎬ Ｂｌｉｚａｒｄ Ｂꎬ Ｍａｎｎ Ａ. Ｄｏｅｓ ｓｌｅｅｐ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ｄｅ￣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 [ Ｊ] . Ｂｒ Ｊ Ｇｅｎ
Ｐｒａｃｔꎬ １９９３ꎬ ４３(３７６): ４４５￣４４８.

[５] 李如叶. 护理干预措施对老年冠心病住院患者失眠症状护理效果

分析[Ｊ] .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ꎬ ２０１８ꎬ１８ (２８): ２３９￣２４０.ＤＯＩ:
[６] 张小青ꎬ 韩炜ꎬ 周容. 老年痴呆患者睡眠障碍的治疗及护理[ Ｊ] .

现代临床护理ꎬ ２００９ꎬ ８ ( １): ５６￣５８.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
８２８３.２００９.０１.０２０.

[７] Ｍｉｌｌｅｒ ＭꎬＣａｐｐｕｃｃｉｏ 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ꎬｓｌｅｅｐꎬｏｂｅｓｉｔｙ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 . Ｃｕｒｒ Ｖａｓｃ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ꎬ ２００７ꎬ ５(２):９３￣１０２. ＤＯＩ: １０.
２１７４ / １５７０１６１０７７８０３６８２８０.

[８] Ｌｉｎｚ Ｄꎬ Ｗｏｅｈｒｌｅ Ｈꎬ Ｂｉｔｔｅｒ Ｔ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ｌｅｅｐ￣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ｅｄ ｂｒｅａｔｈｉｎｇ ｉｎ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 Ｃｌｉｎ Ｒｅｓ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２０１５ꎬ
１０４(９):７０５￣７１８.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３９２￣０１５￣０８５９￣７.

[９] Ｗｏｌｋ Ｒꎬ Ｇａｍｉ ＡＳꎬ Ｇａｒｃｉａ￣Ｔｏｕｃｈａｒｄ Ａꎬ ｅｔ ａｌ. Ｓｌｅｅｐ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
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 . Ｃｕｒｒ Ｐｒｏｂｌ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２００５ꎬ ３０(１２): ６２５￣６６２.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ｃｐ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５.０７.００２.

[１０] Ｙａｎｇ ＰＹꎬ Ｈｏ ＫＨꎬ Ｃｈｅｎ ＨＣꎬ ｅｔ 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ｌｅｅｐ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 ｓｙｓ￣
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Ｊ] .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ｔｈｅｒꎬ ２０１２ꎬ ５８(３): １５７￣１６３.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Ｓ１８３６￣９５５３(１２)７０１０６￣６.

[１１] Ｍａｚｚａ Ｍꎬ Ｄｅｌｌａ Ｍａｒｃａ Ｇꎬ Ｄｅ Ｒｉｓｉｏ Ｓꎬｅｔ ａｌ. Ｓｌｅｅｐ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Ｊ] . Ｃｌｉｎ Ｔｅｒꎬ ２００４ꎬ １５５(９): ３９１￣３９４.

[１２] Ａｕｇｅｒ ＲＲꎬ Ｂｕｒｇｅｓｓ ＨＪꎬ Ｅｍｅｎｓ ＪＳꎬ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ｃｉｒｃａｄｉａｎ ｒｈｙｔｈｍ ｓｌｅｅｐ￣ｗａｋ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ｌｅｅｐ￣ｗａｋｅ ｐｈａｓ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ＡＳＷＰＤ)ꎬ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ｓｌｅｅｐ￣ｗａｋｅ
ｐｈａｓ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ＤＳＷＰＤ)ꎬ ｎｏｎ￣２４￣ｈｏｕｒ ｓｌｅｅｐ￣ｗａｋｅ ｒｈｙｔｈ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Ｎ２４ＳＷＤ)ꎬ ａｎｄ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ｓｌｅｅｐ￣ｗａ[Ｊ] . Ｊ Ｃｌｉｎ Ｓｌｅｅｐ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１
(１０): １１９９￣１２３６.ＤＯＩ: １０.５６６４ / ｊｃｓｍ.５１００.

[１３] 刘炜ꎬ 黄志力ꎬ 曲卫敏. 腺苷 Ａ＿(２Ａ)受体激动剂 ＣＧＳ２１６８０ 模拟

前列腺素 Ｄ＿２ 诱发大鼠生理性睡眠[Ｊ] . 中国药学杂志ꎬ ２００９ꎬ４４
(２３):１７８６￣１７９０.

[１４] 杨栋. 规律性体育锻炼对改善城市老年群体睡眠障碍的研究[ Ｊ] .
浙江体育科学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６(１): ８５￣８８.

[１５] 杨栋ꎬ高天舒. 运动干预对城市老年群体睡眠障碍的影响[ Ｊ] .南

２２８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第 ４２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 Ｖｏｌ. ４２ꎬ Ｎｏ.９



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８(５): ４５￣５０.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１９０９.２０１４.０５.０１９.

[１６]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 Ａꎬ Ａｌｔｍａｎ ＤＧꎬ Ｔｅｔｚｌａｆｆ Ｊ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ＰＲＩＳＭＡ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ＢＭＪꎬ
２００９ꎬ ６(７):３３９.ＤＯＩ: １０.１１３６ / ｂｍｊ.ｂ２７００.

[１７] Ｈａｎｓｅｎ Ｍ. Ｆｅｍａｌｅ ｈｏｒｍｏｎｅｓ: ｄｏ ｔｈｅ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ｕｓｃｌｅ ａｎｄ ｔｅｎｄｏ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Ｊ] . Ｐｒｏｃ Ｎｕｔｒ Ｓｏｃꎬ ２０１８ꎬ７７(１):３２￣４１.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７ / Ｓ００２９６６５１１７００１９５１.

[１８] 徐琼ꎬ赵津磊ꎬ王兴.有氧运动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认知功能干预

效果的 ｍｅｔａ 分析[Ｊ]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ꎬ２０１９ꎬ３４(７):８２４￣８３０.
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１２４２.２０１９.０７.０１４.

[１９] 邓纬洋ꎬ钱开林ꎬ汪彦阳ꎬ等.腰痛患者睡眠质量的研究[ Ｊ] .中华

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ꎬ２０１３ꎬ３５(１０):７９９￣８０１.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
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１３.１０.０１４.

[２０] Ｂｕｙｓｓｅ ＤＪꎬ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ＣＦꎬ Ｍｏｎｋ ＴＨꎬ ｅｔ 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
ｔｉｖｅ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ｉｔｔｓ￣
ｂｕｒｇｈ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ＰＳＱＩ) [ Ｊ] . Ｓｌｅｅｐꎬ １９９１ꎬ １４(４): ３３１￣
３３８.

[２１] 韦梅珍ꎬ 李婉珍ꎬ 林兰. 有氧运动对脑卒中患者恢复期睡眠质量

的影响[Ｊ] . 中国实用医药ꎬ ２０１１ꎬ ６(１６): ２４￣２５.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７５５５.２０１１.１６.０１１.

[２２] 熊振宇ꎬ 陈白ꎬ 方倩颖. 八段锦运动对社区脑卒中高危人群睡眠

质量的影响[Ｊ] . 实用老年医学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２(３): ２５９￣２６２.
[２３] Ｃｈｅｎ ＭＣꎬ Ｌｉｕ ＨＥꎬ Ｈｕａｎ ＨＹ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Ｂａｄｕａｎｊｉ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ｎ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ｌｄｅｒ ａ￣
ｄｕｌｔｓ: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 Ｊ] . Ｉｎｔ Ｊ Ｎｕｒｓ Ｓｔｕｄꎬ２０１２ꎬ ４９
(３): ２６５￣２７３.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ｉｊｎｕｒｓｔｕ.２０１１.０９.００９.

[２４] Ｌｉ Ｆꎬ Ｆｉｓｈｅｒ ＫＪꎬ Ｈａｒｍｅｒ Ｐꎬ ｅｔ ａｌ. Ｔａｉ ｃｈｉ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ｒａ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ｌｅｅｐ ａｎｄ ｄａｙｔｉｍｅ ｓｌｅｅ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Ｊ] . Ｊ Ａｍ Ｇｅｒｉａｔｒ Ｓｏｃꎬ ２０１０ꎬ ５２(６): ８９２￣９００.ＤＯＩ: １０.１１１１ / ｊ.
１５３２￣５４１５.２００４.５２２５５.ｘ.

[２５] 王英伟ꎬ 李秀东ꎬ 毕雪晶ꎬ等. 八段锦健身气功对社区老年人睡眠

质量及记忆功能的影响[ Ｊ] . 中国老年学杂志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９(１４):
３４３５￣３４３７.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５￣９２０２.２０１９.１４.０２９.

[２６] 母海艳ꎬ 吕继辉ꎬ 郝智慧ꎬ等. 快步走改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睡眠

障碍的疗效观察[ Ｊ] .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ꎬ２０１８ꎬ １７(２):
４６.ＤＯＩ: １０.１１９１５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５４０３.２０１８.０２.０２６.

[２７] 苏兴田ꎬ 董雪萍. 有氧运动对老年睡眠障碍群体影响的实证研究

[Ｊ] .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ꎬ ２０１９ꎬ ２７(５): １０７￣１０９.ＤＯＩ: １０.１９３７９ /
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１００５￣０２５６.２０１９.０５.０４２.

[２８] Ｈａｒｉｐｒａｓａｄ ＶＲꎬ 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 ＰＴꎬ Ｋｏｐａｒｄｅ Ｖ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ｙｏｇａ ｉｎ￣
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ｌｅｅｐ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Ｊ] . ＢＭＪ Ｏｐｅｎꎬ ２０１９ꎬ９(５): ３６４￣３６８.ＤＯＩ: １０.１１３６ /
ｂｍｊｏｐｅｎ￣２０１８￣０２７３８６.

[２９] Ｓｉｎｇｈ ＮＡꎬＣｌｅｍｅｎｔｓ ＫＭꎬＦｉａｔａｒｏｎｅ ＭＡ.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ｎ ｓｌｅｅｐ[ Ｊ] . Ｓｌｅｅｐꎬ １９９７ꎬ ２０(２): ９５￣１０１.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９３ / ｓｌｅｅｐ / ２０.２.９５.

[３０] Ｗｏｏｄｓ ＪＡꎬ Ｃｅｄｄｉａ ＭＡꎬ Ｗｏｌｔｅｒｓ ＢＷ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６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ａｅｒｏｂｉｃ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ｎ 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Ｊ] . Ｍｅｃｈ Ａｇｅｉｎｇ Ｄｅｖꎬ １９９９ꎬ １０９(１): １￣１９.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ｓ００４７￣
６３７４(９９)０００１４￣７.

[３１] Ｒｅｉｄ ＫＪꎬ Ｂａｒｏｎ ＫＧꎬ Ｌｕ Ｂꎬ ｅｔ ａｌ. Ａｅｒｏｂｉｃ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ｓｅｌｆ￣ｒｅ￣
ｐｏｒｔｅｄ ｓｌｅｅｐ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ｓｏｍｎｉａ [ Ｊ] .
Ｓｌｅｅｐ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０ꎬ １１(９): ９３４￣９４０.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ｓｌｅｅｐ.２０１０.０４.
０１４.

[３２] Ｓｈｅｒｒｉｌｌ ＤＬꎬ Ｋｏｔｃｈｏｕ Ｋꎬ Ｑｕａｎ Ｓ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ｓｌｅｅｐ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Ｊ] . 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 Ｍｅｄꎬ １９９８ꎬ １５８(１７): １８９４￣
１８９８.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１ / ａｒｃｈｉｎｔｅ.

[３３] Ｋｕｍａｒ Ａꎬ Ｆｏｓｔｅｒ ＴＣ.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ｒｅｄｏｘ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ＭＤＡＲ ｓｙｎａｐｔ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ｇｉｎｇ[ Ｊ] . Ｊ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 ２０１３ꎬ ３３
(４０): １５７１０￣１５７１５.ＤＯＩ: １０.１５２３ / Ｊ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２１７６￣１３.２０１３.

[３４] Ｎｅｕｂａｕｅｒ ＤＮ. Ｓｌｅｅｐ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Ｊ] . Ａｍ Ｆａｍ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ꎬ
１９９９ꎬ ５９(９): ２５５１￣２５５８ꎬ ２５５９￣２５６０.

[３５] Ｙａｒｅｍｃｈｕｋ Ｋ. Ｓｌｅｅｐ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Ｊ] . Ｃｌｉｎ Ｇｅｒｉａｔｒ Ｍｅｄꎬ
２００４ꎬ １５５(９): ３９１￣３９４.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ｃｇｅｒ.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８.

[３６] Ａｓｐｌｕｎｄ Ｒ. Ｓｌｅｅｐ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Ｊ] . Ｄｒｕｇｓ Ａｇｉｎｇꎬ １９９９ꎬ １４
(２): ９１￣１０３.ＤＯＩ: １０.２１６５ / ００００２５１２￣１９９９１４０２０￣００００２.

(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８￣２５)
(本文编辑:凌　 琛)

外刊撷英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ＶＩＤ￣１９:ａ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ｆｔｅｒ ｓｅｖｅｒ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ｍａｎ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ｒｅ￣

ｑｕｉｒｅ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ａｌｌｏｗ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ꎻ ｕｓｅ ｏｆ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ｅｘｐｅｒｔ ｔｅａｍꎻ ｆｏｕ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ꎬ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ꎬ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ａｂｏｕｔ ｓｅｌ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ꎻ ａｎｄ ａ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ｎｅｅｄｉｎｇ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ｌｏｇ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ｗｉｌ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ｎｉｎｇ ｖ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摘自:Ｗａｄｅ ＤＴ.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ａ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Ｃｌｉｎ Ｍｅｄ (Ｌｏｎｄ)ꎬ２０２０ꎬＪｕｌꎬ２０(４):３５９￣３６５. ＤＯＩ:１０.
７８６１ / ｃｌｉｎｍｅｄ.２０２０￣０３５３. 】

３２８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第 ４２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 Ｖｏｌ. ４２ꎬ Ｎｏ.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