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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治疗能给心肺康复带来什么？

丁东方

郑州大学

近年来，我国心肺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
[1,2]

。健康宣教，慢病

管理，急危重症的早期康复逐渐走进大众视野。接受心肺康复的人群可以分为轻、中、

重三个等级，而作业治疗在其中具有重要价值。

1.重症心肺患者的作业治疗

对于重症的患者，“ABCDEF”集束化管理是目前重症心肺康复的核心
[3]
。节能技术

和早期活动尤为重要。翻身、坐、站、踏步、走，为五个关键的节点。

在患者仅能翻身和坐起时，可以根据患者喜好，安排床上手工活动（如剪纸、拧螺

丝、沙盘游戏等）来增加患者上肢活动能力，还能有助于患者心理和社交能力的恢复。

经心肺康复治疗师评估后，当患者有能力进行病区内活动时，则早日帮助患者走出病

房，可在治疗师或家属的陪同下，与家属、医务人员或病区内其他患者简单交流，增

加患者对自身疾病恢复的信心。经评估可行院区内活动时，则可行日光浴、林间穿行

和购物等活动，让患者早日接触外界景光。在生命指征平稳和做好防护的前提下，鸟

语花香的自然景光和车水马龙的社会场景，均对其自信心的建立和回归社会的期望有

所裨益。

然而目前重症监护病房内医护人员的临床工作强度较大，对作业治疗相关知识的了

解尚浅，限制了作业治疗在心肺重症患者早期康复中的积极作用。

2.慢病心肺患者和亚健康人群的作业治疗

对于冠心病，慢阻肺等慢病患者来说，心肺康复虽然在降低其再入院率和死亡率等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患者的参与度和完成率较低
[4]
。而作业治疗可以增加患者的依从

性。心肺康复是指以运动为主要手段的非药物干预方式，其中有氧运动是基础
[5]
。而有

氧运动的干预方式由于门诊或病房条件的限制，大多仅为室内活动（如：跑步机、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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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机等）。虽然我们一直在加强对患者的健康宣教，告知其运动的益处，但对于具体

的干预措施却没有较好的改进方案。患者执行心肺康复的动机不足，则无法坚持，自

然不能看到长期运动的良好效果。

目前越来越多的大众开始热衷于马拉松运动。为什么同样是有氧运动，马拉松却能

得到大众的追捧呢？这引起了笔者有关心肺疾病患者作业治疗的思考。究其原因，可

总结为以下几点：

1.运动能给身体带来健康，降低疾病发生的风险。

2.有志同道合的跑友相互之间的鼓励。

3.可以领略不同赛区美好的风景。

4.完成比赛后有纪念意义的奖牌留存。

5.极限赛事的完成有助于提高跑者的自信
[6]
。

类比而言，从患者角度来看，进行心肺康复的动机仅有一点，即对身体健康有益。

而作业治疗却能弥补其他几个方面，增加心肺患者参与康复的积极性。列举如下：

1.增加患者与家属、病友或医务人员之间的交流，增加其康复的信心。

2.对门诊或病房康复环境进行改造，通过音乐、生活和社会场景模拟等多种方式，增

加患者的依从性。

3.分阶段给患者颁发心肺康复相关“奖状”，增加其满足感和成就感。

综上，如今论述心肺康复有益的文献比比皆是，而让患者贯彻执行心肺康复却是

一个难题。作业治疗可以调动患者参与康复的动机。此外，环境改造等措施还能丰富

心肺康复的内容。作业治疗在未来有很好的前景，最终能造福于心肺疾病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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