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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肺功能锻炼对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肺癌患者
肺功能及手术耐受性的影响

王静　 李丽　 韩辉　 刘庆华　 任宏生

【摘要】 　 目的　 探讨肺功能锻炼对不同程度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肺癌患者肺功能及手术耐受性的影

响ꎮ 方法　 对 １０３ 例肺功能不能耐受手术的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轻度 ２６ 例ꎬ中度 ５３ 例ꎬ重度 ２４ 例)肺癌患

者进行肺功能强化训练ꎬ持续训练时间 ５~７ ｄꎮ 于锻炼前、后对患者主要肺功能指标[包括肺活量(ＶＣ)、肺活

量百分比(ＶＣ％)、用力肺活量(ＦＶＣ)、用力肺活量百分比(ＦＶＣ％)、第 １ 秒用力呼气容积(ＦＥＶ１)、第 １ 秒用力

呼气容积百分比(ＦＥＶ１％)、最大自主通气量百分比(ＭＶＶ％)、最大呼气流量百分比(ＰＥＦ％)、第 １ 秒钟用力

呼气容积与用力肺活量比值(ＦＥＶ１ / ＦＶＣ)、最大中期呼气流量百分比(ＭＭＥＦ％)]进行检测ꎬ并记录患者术后

并发症发生情况ꎮ 结果　 本研究入选轻、中、重度通气功能障碍组患者经肺功能强化训练后ꎬ发现其肺功能指

标 ＶＣ、ＶＣ％、ＦＶＣ、ＦＶＣ％、ＦＥＶ１、ＦＥＶ１％、ＭＶＶ％及 ＰＥＦ％均较入选时明显改善(Ｐ<０.０５)ꎻ所有患者锻炼前、后
其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均无显著变化(Ｐ>０.０５)ꎻ中度障碍组患者锻炼后其 ＭＭＥＦ％较锻炼前明显改善(Ｐ<０.０５)ꎮ 轻、
中、重度障碍组分别有 １９ 例(７３.０８％)、３４ 例(６４.１５％)、８ 例(３３.３３％)患者达到手术要求并施以手术治疗ꎬ
轻、重度障碍组和中、重度障碍组手术率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６１ 例手术患者术后共有 ２７ 例

(４４.２６％)出现并发症ꎬ与呼吸功能正常的对照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２０.００％)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ꎮ 结论　 肺功能锻炼能有效提高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肺癌患者手术耐受性ꎬ但患者术后风险仍明显高

于通气功能正常肺癌患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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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功能检查是肺癌患者术前一项常规检查ꎬ其
检查结果也往往是胸外科医生判断肺癌患者肺储备

状况及进行手术评估和选择手术术式的重要参考指

标ꎮ 在实际临床工作中ꎬ有不少肺癌患者因其低肺

功能状况(尤其是最为多见的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
而错失手术时机ꎬ因此加强这部分患者肺功能锻炼ꎬ
再次评估其肺组织手术耐受程度ꎬ争取手术机会ꎬ选
取最佳治疗方案已成为一项重要工作ꎮ 本研究对不

同程度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肺癌患者进行肺功能锻

炼ꎬ并观察肺功能锻炼对患者肺功能及手术耐受性

的影响ꎮ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期间达不到手

术要求的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肺癌患者 １０３ 例ꎬ共
有男 ８２ 例ꎬ女 ２１ 例ꎬ平均年龄 ６４.８２ 岁ꎬ其中轻度通

气功能障碍 ２６ 例ꎬ中度障碍 ５３ 例ꎬ重度障碍 ２４ 例ꎮ
上述 １０３ 例肺癌患者中合并慢性支气管炎 １８ 例ꎬ合
并肺炎、肺不张 １９ 例ꎬ合并肺气肿 ２４ 例ꎬ合并哮喘

病史 ３ 例ꎬ合并脓胸 ２ 例ꎬ合并支气管扩张 １ 例ꎮ 所

有患者均经临床、影像学资料和病理学诊断确诊为

肺癌ꎬ入选患者均给予对症抗炎、化痰治疗ꎮ 另外本

研究同期选取 ６０ 例通气功能正常的确诊肺癌手术

患者作为术后并发症对照组ꎬ其中男 ４４ 例ꎬ女 １６
例ꎬ平均年龄 ５７.４５ 岁ꎮ

二、肺功能锻炼

根据肺功能检查结果对上述 １０３ 例不符合手术

要求的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肺癌患者进行肺功能强

化训练ꎬ具体训练内容包括:①深慢呼吸训练ꎬ要求

患者口唇呈吹口哨状ꎬ用力吸气ꎬ胸廓上抬ꎬ膈肌下

移ꎬ吸气至最大幅度后屏气 ２ ~ ３ ｓꎬ再用力慢慢呼出

至气体全部排空ꎬ胸廓也随之回位至正常位置ꎻ②快

速吸气爆发力呼气训练ꎬ要求患者口唇呈吹口哨状ꎬ
快速而有力一口气吸气至最大幅度ꎬ再以爆发力形

式呼气至全部气体排空ꎬ呼气时间尽量持续 ６ ｓ 以

上ꎻ③快速吸气快速呼气训练ꎬ要求患者以最大速度

和最深幅度短促而有力快速吸气、呼气ꎻ④屏气训

练ꎬ要求患者深吸一口气后屏气 ８ ~ １０ ｓꎬ待屏气结束

后再用力呼出ꎬ反复练习ꎻ⑤爬楼梯锻炼ꎬ要求患者

每日爬楼梯 ２ 次ꎬ爬楼梯层数以患者能耐受为宜ꎻ⑥
吹气球训练ꎬ将气球开口处套在改良后的 ２ ｍｌ 空针
管上ꎬ以便于患者吹气及拿捏ꎮ 入选通气功能障碍
患者每天进行 ２ 组上述训练ꎬ每组训练持续时间约
为 １ ｈ(各项肺功能训练重复练习 １０ ~ １５ 次)ꎬ共训练
５ ~ ７ ｄꎮ

三、疗效检测指标及分级标准
于肺功能锻炼前及锻炼后对入选患者进行肺功

能检测ꎬ主要检测指标包括肺活量 ( ｖｉｔ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ꎬ
ＶＣ)、 肺 活 量 百 分 比 ( ｖｉｔ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ꎬ
ＶＣ％)、用力肺活量( ｆｏｒｃｅｄ ｖｉｔ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ꎬＦＶＣ)、用力
肺 活 量 百 分 比 ( ｆｏｒｃｅｄ ｖｉｔ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ꎬ
ＦＶＣ％)、第 １ 秒用力呼气容积( ｆｏｒｃｅｄ 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ｖｏｌ￣
ｕｍｅ ｉｎ ｏｎｅ ｓｅｃｏｎｄꎬＦＥＶ１)、第 １ 秒用力呼气容积百分
比( ｆｏｒｃｅｄ 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ｏｎ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ꎬ
ＦＥＶ１％)、最大自主通气量百分比(ｍａｘｉｍａｌ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ꎬＭＶＶ％)、最大呼气流量百分比
(ｐｅａｋ 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ｆｌｏｗ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ꎬＰＥＦ％)、第 １ 秒钟用
力呼气容积与用力肺活量比值( ｆｏｒｃｅｄ 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ｖｏｌ￣
ｕｍｅ ｉｎ ｏｎ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ｏ ｆｏｒｃｅｄ ｖｉｔ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ꎬ ＦＥＶ１ /
ＦＶＣ)、最大中期呼气流量百分比(ｍａｘｉｍａｌ ｍｉｄ￣ｅｘｐｉｒ￣
ａｔｏｒｙ ｆｌｏｗ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ꎬＭＭＥＦ％)ꎮ 阻塞性肺通气功能
障碍分级标准参照目前通用标准:如受试者 ＭＶＶ％>
８１％或 ＦＥＶ１％>７１％为基本正常ꎻ如受试者 ＭＶＶ％
介于 ７１％ ~ ８０％或 ＦＥＶ１％介于 ６１％ ~ ７０％ꎬＦＥＶ１≥
１.８ Ｌ 为轻度障碍ꎻ如受试者 ＭＶＶ 介于 ５１％ ~ ７０％或
ＦＥＶ１％介于 ４１％ ~ ６０％ꎬＦＥＶ１ 介于 １.００ ~ １.７９ Ｌ 为
中度障碍ꎻ如受试者 ＭＶＶ％<５０％或 ＦＥＶ１％<４０％ꎬ
ＦＥＶ１ 介于 ０.８０ ~ ０.９９ Ｌ 为重度障碍[１] ꎮ 不同肺癌术
式要求患者肺功能耐受标准如下:肺段切除或肺楔
形切除要求患者 ＦＥＶ１>０.６ ＬꎬＭＶＶ％>４０％ꎻ肺叶切
除要求患者 ＦＥＶ１>１ ＬꎬＭＶＶ％>４０％ꎻ一侧全肺切除
要求患者 ＦＥＶ１>２ ＬꎬＭＶＶ％>５５％ [２] ꎮ

四、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所得计量资料以( ｘ－ ± ｓ)表示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版统计学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ꎬ呼吸训练前、后
计量资料比较采用配对 ｔ 检验ꎬ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
方检验ꎬ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本研究轻、中、重度障碍组患者经呼吸功能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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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ꎬ其 肺 功 能 指 标 ＶＣ、 ＶＣ％、 ＦＶＣ、 ＦＶＣ％、 ＦＥＶ１、
ＦＥＶ１％、ＭＶＶ％及 ＰＥＦ％均较锻炼前显著提高(Ｐ<
０.０５)ꎬ但上述各组患者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较入选时均无明
显改善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中度障碍组
患者 锻 炼 后 其 ＭＭＥＦ％ 较 锻 炼 前 明 显 改 善 ( Ｐ<
０.０５)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ꎬ其他各组患者锻炼前、
后 ＭＭＥＦ％均无显著变化(Ｐ>０.０５)ꎬ具体数据见表
１ ~ ４ꎮ 本研究入选患者经肺功能锻炼后ꎬ发现轻度障
碍组、 中 度 障 碍 组、 重 度 障 碍 组 分 别 有 １９ 例
(７３.０８％)、３４ 例(６４.１５％)及 ８ 例(３３.３３％)患者达
到手术肺功能耐受标准ꎬ轻、中度障碍组手术率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轻、重度障碍组手术率间

及中、重度障碍组手术率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ꎻ其余无法手术的患者则采取放疗或化疗ꎮ

在最终行手术治疗的 ６１ 例肺癌患者中ꎬ行肺楔形
切除者 ８ 例ꎬ肺叶切除者 ４８ 例ꎬ全肺切除者 ３ 例ꎬ手术
探查者 ２ 例ꎮ ６１ 例肺癌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有 ２７
例ꎬ发生率为 ４４.２６％ꎬ其中心律失常 ９ 例(包括房颤 ７
例ꎬ室性早搏 ２ 例)ꎬ肺炎(根据细菌培养结果确诊)、
肺不张 ７ 例ꎬ胸腔积液 ４ 例ꎬ低氧血症 ２ 例ꎬ乳糜胸 ２
例ꎬ出血并刀口感染、肺面漏气、哮喘发作各 １ 例ꎮ 上
述患者总并发症发生率与 ６０ 例通气功能正常的肺癌
手术对照组患者[该组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有 １２ 例ꎬ
发生率为２０.０％ꎬ其中心律失常６例(包括房颤１例ꎬ

表 １　 锻炼前、后入选肺功能障碍患者各项肺功能指标比较(ｘ－±ｓ)

评定时间 例数 ＶＣ(Ｌ) ＶＣ％(％) ＦＶＣ(Ｌ) ＦＶＣ％(％) ＦＥＶ１(Ｌ)

锻炼前 １０３ ２.１８±０.５５ ６３.７１±１４.５７ ２.０２±０.５１ ６０..６０±１３.３４ １.２８±０.３４
锻炼后 １０３ ２.５６±０.５９ａ ７４.５６±１５.４０ａ ２.３８±０.５８ａ ７１.１８±１４.５１ａ １.５０±０.４１ａ

评定时间 例数 ＦＥＶ１％(％) ＭＶＶ％(％) ＰＥＦ％(％)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ＭＭＥＦ％(％)

锻炼前 １０３ ４９.３０±１４.３３ ４２.８２±１２.７５ ４３.５６±１５.２８ ６４.１８±１３.８１ ２５.０５±１２.６５
锻炼后 １０３ ５７.６２±１７.１１ａ ５５.７５±１５.１３ａ ５３.１６±１３.７３ａ ６４.０２±１３.７０ ２７.０９±１５.１０ａ

　 　 注:与锻炼前比较ꎬａＰ<０.０５

表 ２　 锻炼前、后轻度障碍组患者各项肺功能指标比较(ｘ－±ｓ)

评定时间 例数 ＶＣ(Ｌ) ＶＣ％(％) ＦＶＣ(Ｌ) ＦＶＣ％(％) ＦＥＶ１(Ｌ)

锻炼前 ２６ ２.０６±０.４８ ７５.０９±１２.７２ １.９０±０.４５ ７０.１３±１１.２４ １.４６±０.２８
锻炼后 ２６ ２.４１±０.５９ａ ８７.１９±１３.７９ａ ２.１９±０.５５ａ ８０.０６±１１.２５ａ １.６３±０.３２ａ

评定时间 例数 ＦＥＶ１％(％) ＭＶＶ％(％) ＰＥＦ％(％)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ＭＭＥＦ％(％)

锻炼前 ２６ ６８.０８±８.６７ ５０.５０±１１.７２ ５５.０５±１４.１８ ７７.２６±８.７３ ４０.０７±１１.４７
锻炼后 ２６ ７５.５６±１３.５８ａ ７０.００±１４.９７ａ ６５.３８±１０.８７ａ ７６.０１±９.３３ ３７.８６±１３.２０

　 　 注:与锻炼前比较ꎬａＰ<０.０５

表 ３　 锻炼前、后中度障碍组患者各项肺功能指标比较(ｘ－±ｓ)

评定时间 例数 ＶＣ(Ｌ) ＶＣ％(％) ＦＶＣ(Ｌ) ＦＶＣ％(％) ＦＥＶ１(Ｌ)

锻炼前 ５３ ２.３９±０.５３ ６４.２４±１１.７９ ２.２１±０.４９ ６１.４７±１０.９３ １.３６±０.２５
锻炼后 ５３ ２.７２±０.５９ａ ７３.５１±１３.８６ａ ２.５７±０.６０ａ ７１.７８±１４.４６ａ １.６０±０.４０ａ

评定时间 例数 ＦＥＶ１％(％) ＭＶＶ％(％) ＰＥＦ％(％)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ＭＭＥＦ％(％)

锻炼前 ５３ ４８.５９±５.３５ ４５.１８±１０.８４ ４４.２０±１３.７８ ６３.２７±１０.７１３ ２３.６８±７.７７
锻炼后 ５３ ５７.００±１２.７５ａ ５５.２８±１０.３９ａ ６２.６６±１２.２０ａ ６３.３８±１２.６６ ２９.９５±１４.６８ａ

　 　 注:与锻炼前比较ꎬａＰ<０.０５

表 ４　 锻炼前、后重度障碍组患者各项肺功能指标比较(ｘ－±ｓ)

评定时间 例数 ＶＣ(Ｌ) ＶＣ％(％) ＦＶＣ(Ｌ) ＦＶＣ％(％) ＦＥＶ１(Ｌ)

锻炼前 ２４ １.８３±０.４７ ５０.７６±１２.０９ １.７１±０.４６ ４９.０７±１２.２７ ０.８７±０.２２
锻炼后 ２４ ２.３２±０.４７ａ ６４.０８±１１.１３ａ ２.１４±０.４７ａ ６０.９５±１１.５８ａ １.１２±０.２８ａ

评定时间 例数 ＦＥＶ１％(％) ＭＶＶ％(％) ＰＥＦ％(％)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ＭＭＥＦ％(％)

锻炼前 ２４ ３１.３９±６.１４ ３０.０３±７.８７ ３０.２９±８.４０ ５２.２３±１２.４６ １２.５３±４.０３
锻炼后 ２４ ４０.４０±７.９３ａ ４１.７８±９.６７ａ ４１.２３±６.２６ａ ５２.７５±８.９１ １３.９７±５.７６

　 　 注:与锻炼前比较ꎬａ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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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性心动过速 ５ 例)ꎬ肺炎、肺不张 ３ 例ꎬ胸腔积液 ２
例ꎬ低氧血症 １ 例]比较ꎬ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讨　 　 论

肺癌患者因肿瘤生长位置及合并肺炎、肺不张、肺
气肿等疾病ꎬ多伴有不同程度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ꎬ患
者胸廓及膈肌动度减小ꎬ肺顺应性降低ꎬ氧利用率显著
下降ꎬ肺功能检查结果表现为 ＦＥＶ１ / ＦＶＣ、ＦＥＶ１％、
ＭＶＶ％和反映小气道病变指标 ＭＭＥＦ％、用力呼出
５０％肺活量呼气流量 ( ｆｏｒｃｅｄ ｅｘｐｉｒｅｄ ｆｌｏｗ ａｔ ５０％ ｏｆ
ＦＶＣꎬ ＦＥＦ５０％)、 用 力 呼 出 ７５％ 肺 活 量 呼 气 流 量
(ｆｏｒｃｅｄ ｅｘｐｉｒｅｄ ｆｌｏｗ ａｔ ７５％ ｏｆ ＦＶＣꎬＦＥＦ７５％)显著下
降ꎬＦＶＣ 可在正常范围内或轻度下降ꎮ 目前公认手术
是肺癌患者最佳治疗方案ꎬ而适宜的肺功能状况是行
肺叶切除的必备条件[３]ꎻ但在临床治疗中发现不少肺
癌患者因其低肺功能状况而错失手术良机ꎬ失去了临
床治愈机会[４]ꎬ因此加强这部分患者的术前肺功能锻
炼、再创手术机会具有重要临床意义ꎮ

许多报道证实ꎬ呼吸功能训练可纠正、改善肺组织
实变患者呼吸困难症状及肺功能指标结果[５￣６]ꎮ 本研
究采用的深慢呼吸训练、快速吸气爆发力呼气训练、快
速吸气快速呼气训练、屏气训练、吹气球训练和爬楼梯
锻炼等均能有效扩大患者胸廓活动范围ꎬ增强呼吸肌
收缩力量ꎬ促使部分萎缩肺泡重新张开ꎬ增加有效交换
气体肺泡数量ꎬ改善吸入气体分布不均状态及低氧现
象ꎬ提高气体交换效能ꎬ从而获得更多的氧气量及通气
量[７￣１０]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所有入选肺功能障碍患者
经呼吸功能锻炼后ꎬ其肺容积指标 ＶＣ、ＶＣ％、肺通气
指标 ＦＶＣ、ＦＶＣ％、ＦＥＶ１、ＦＥＶ１％、ＰＥＦ％及ＭＶＶ％均较
锻炼前明显改善ꎬ与锻炼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ꎬ表明呼吸功能训练能显著改善肺癌患者
肺功能ꎮ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是反映气流受阻的重要指标[１１]ꎬ
轻度气流阻塞患者给予其足够时间ꎬ气体能充分呼出ꎬ
因此患者 ＦＶＣ 下降程度并不明显ꎬ但此时 ＦＥＶ１ 已明
显下降ꎬ导致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在早期即有明显下降ꎮ 在重
度气流阻塞情况下ꎬＦＶＣ 因呼气不畅而明显下降ꎬ此
时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反而下降不明显甚至部分患者有一定
程度升高ꎬ提示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能反映气道阻塞状况存
在ꎬ但不能反映气道阻塞程度[１２]ꎬ即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不能
作为肺功能锻炼的敏感疗效指标ꎮ ＭＭＥＦ 是时间￣容
积曲线上呼出气量为 ２５％ ~ ７５％肺活量间的平均流
量ꎬ如流量下降则反映小气道阻塞[１３]ꎮ 本研究不同程
度通气功能障碍患者经肺功能锻炼后其 ＭＭＥＦ％改变
不甚一致ꎬ分析 ＭＭＥＦ 位于时间￣容积曲线近终末部位
(即非用力部分)ꎬ此时患者呼吸肌长度已显著降
低[１２]ꎬ即呼气流量随用力程度达到一定限度后ꎬ尽管

此时患者仍继续用力ꎬ但流量变化相对固定ꎬ因此其数
值与大气道通气功能的相关性较小ꎬ而主要取决于中
小气道阻力水平[１４]ꎮ 在临床工作中ꎬ虽然 ＭＭＥＦ％理
论上意义较大ꎬ但其正常值变异度大ꎬ只有与其它通气
功能参数结合才能进行科学评价ꎬ如在诊断小气道功
能障碍时ꎬＭＭＥＦ％必须与 ＦＥＦ５０％或 ＦＥＦ７５％同时低
于正常值 ６５％或三个指标中有两项低于 ６５％方能诊
断ꎮ 此外 ＭＭＥＦ％随 ＦＶＣ％变化而变化ꎬ而 ＦＶＣ％又
与受检者呼气力量及配合程度有关ꎬ因此对单一个体
多次测定和不同个体测定而言ꎬＭＭＥＦ％变异性大ꎬ特
异性低[１４]ꎬ即 ＭＭＥＦ％亦不能作为肺功能评定的一项
敏感指标ꎮ

本研究轻、中、重度障碍组患者经肺功能锻炼后ꎬ
分别 有 １９ 例 ( ７３. ０８％)、 ３４ 例 ( ６４. １５％)、 ８ 例
(３３.３３％)患者达到手术耐受标准并施行肺部手术治
疗ꎬ轻、中度障碍组手术率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ꎬ而轻、重度障碍组手术率间和中、重度障碍组手
术率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６１ 例手术
患者术后有 ２７ 例发生并发症ꎬ发生率为 ４４.２６％ꎻ本研
究 ６０ 例通气功能正常对照组只有 １２ 例术后发生并发
症ꎬ发生率为 ２０.０％ꎬ与通气功能障碍组并发症发生率
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上述结果表明阻塞
性通气功能障碍肺癌患者其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显著高
于通气功能正常的肺癌患者ꎬ故此类患者在临床治疗
中需给予更多关注ꎮ

综上所述ꎬ本研究结果表明ꎬ肺功能锻炼能在短期
内有效提高不同程度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肺癌患者的
肺功能状况ꎬ增强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ꎬ再创手术机
会ꎮ 但患者即使经肺功能锻炼达标后再施行手术治
疗ꎬ其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仍显著高于通气功能正常的
肺癌患者ꎬ因此临床针对该类患者应积极加强术后监
护以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及相关危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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