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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肺康复方案在 A 型主动脉夹层术后患者中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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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 A 型主动脉夹层术后者行分级肺康复方案的效果。方法 纳入我院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 月内 A 型主动脉夹层手术治疗患者 66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和观察组（分级肺康复

方案护理）各 33 例，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干预前两组自我护理能力评分（自我概念、自我责任感、自我护

理技能、健康知识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评分均显著较对照组更高，且并发症总

发生率较对对照组更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临床中对 A 型主动脉夹层术后患者行分级肺康

复方案干预能够显著减少其术后并发症发生，提高自我护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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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graded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program on patients with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 after surgery. Methods 66 patients with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 who underwent surgical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January 2023 were include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conventional 
nursing)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graded lung rehabilitation program nursing), with 33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elf-care ability scores 
(self-concept, sense of self responsibility, self-care skills, health knowledge level)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otal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implementing a graded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program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 after surgery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their self-car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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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夹层是一种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其中 A 型

主动脉夹层因其涉及升主动脉和主动脉弓，病情尤为

凶险，通常需要紧急外科手术治疗[1]。手术的成功不仅

依赖于精湛的手术技巧，术后的康复管理同样至关重

要。A 型主动脉夹层术后患者常面临多种并发症，如术

后出血、肢体缺血和低氧血症等，这些并发症不仅影响

患者的恢复进程，还可能危及患者的生命[2]。因此，探

索有效的术后康复方案，以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分级肺康复方案

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康复措施，近年来在多种疾病术后

康复中展现出良好的应用效果[3]。本研究中，即分析了

A 型主动脉夹层术后患者行分级肺康复方案的效果，

具体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纳入我院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 月内 A 型主动脉

夹层手术治疗患者 66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

组（常规护理）和观察组（分级肺康复方案护理）各 33
例。对照组男性 17 例，女性 16 例；年龄区间 42~79
岁，平均（68.27±3.28）岁。观察组男性 18 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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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例；年龄区间 45~78 岁，平均（68.49±3.16）岁。

患者基本资料差异经统计学分析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
＞0.05）。患者对研究内容知情并自愿参与。研究获本

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行常规护理干预，即体征监测、体位管

理、管道护理等。 
观察组患者行分级肺康复方案干预： 
（1）建立分级肺康复护理团队：为确保分级肺康

复方案的顺利实施，首先需要建立一个专业的康复护

理团队。该团队包括呼吸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心血管

医生、营养师以及心理咨询师等多学科专业人员。团队

成员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共同制定和执行个性化

的康复计划，并提供全面的康复指导和支持。 
（2）设立分级肺康复方案：根据患者的康复期进

程，将肺康复方案分为不同的级别，以便进行针对性的

护理干预。术后 10-14 定位早期恢复期，为一级肺康复

方案，主要目标为改善呼吸功能，预防并发症；术后 3
个月定位中期恢复期，为二级肺康复方案，主要目标为

逐步恢复心肺功能，提高运动耐量；术后半年到 1 年

定位后期恢复期，为三级肺康复方案，主要目标为全面

恢复心肺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3）康复训练内容：一级肺康复内容为：①呼吸

训练：通过深呼吸、控制性呼吸和吸气肌训练等方法，

增强呼吸肌力量，提高肺容量和氧气摄取能力。②体位

引流与物理排痰：利用体位变化和物理手段帮助患者

排出呼吸道分泌物，预防肺部感染。③躯干控制训练：

包括坐、站、体位转移等训练，提高患者身体的稳定性

和协调性，为下床活动做准备。二级肺康复内容为：①

轻度有氧运动：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慢走、散步等轻度有

氧运动，增强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②关节活动度

与肌力训练：通过关节活动度训练和肌肉力量训练，恢

复关节灵活性和肌肉力量，提高身体的稳定性和平衡

能力。③个体化康复计划：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

个性化的康复计划，包括训练内容、强度和时间等，确

保康复过程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三级肺康复内容为：①

进阶性有氧运动：在医生指导下逐渐增加有氧运动强

度，如快走、慢跑、游泳等，提高心肺功能和全身肌肉

力量。②平衡与协调性训练：通过平衡训练和协调性训

练，提高患者的平衡能力和身体协调性，预防跌倒等意

外事故。③心理支持与健康教育：提供心理支持，帮助

患者克服焦虑和不安情绪，同时进行健康教育，让患者

了解如何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合理饮食、规律作

息、避免剧烈运动等。④动态血压与心率监测：定期进

行血压和心率监测，确保患者在运动过程中的血压和

心率保持在安全范围内。 
1.3 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干预前后自我护理能力，采用 ESCA

自我护理能力测定表评估其自我概念、自我责任感、自

我护理技能、健康知识水平情况，分数与患者自我护理

能力为正相关。 
（2）对比两组患者术后出现的肺部感染、肾功能

损害、下肢静脉血栓的并发症总发生率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使用 SPSS23.0 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表示

为 t 和“ sx ± ”，计数资料表示为 χ2 和“%”，检验

水准取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自护能力对比 
通过分析显示，干预前两组 ESCA 评分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各维度评

分均较对照组更高，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

0.05），如表 1。 
2.2 并发症对比 
通过分析显示，观察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表 1  两组自我护理能力对比（ sx ± ） 

观察指标 观察组（n=33） 对照组（n=33） t P 

自我概念（分） 
干预前 16.30±3.82 15.36±3.51 1.041 0.298 

干预后 24.29±6.06 20.44±4.91 2.836 0.006 

自我责任感（分） 
干预前 13.14±3.32 12.22±2.93 1.194 0.237 

干预后 18.60±4.05 16.04±3.54 2.734 0.008 

自我护理技能（分） 
干预前 24.62±3.80 25.53±4.12 0.933 0.355 

干预后 40.26±4.65 31.06±4.35 8.300 0.001 

健康知识水平情况（分） 
干预前 32.67±5.43 34.01±6.01 0.950 0.346 

干预后 48.68±7.11 31.06±4.35 12.144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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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并发症情况对比[n，（%）] 

组别 肺部感染 肾功能损害 下肢静脉血栓 总发生率 

观察组（n=33） 1（3.03%） 0（0.00%） 0（0.00%） 3.03% 

对照组（n=33） 4（12.12%） 1（3.03%） 2（6.06%） 21.21% 

χ2 - - - 5.121 

P - - - 0.024 

 
3 讨论 
A 型主动脉夹层术后患者的护理目标在于促进患

者康复、减少并发症并提升生活质量[4]。常规护理通常

包括心电、血压、血氧饱和度的监测，体位管理，管道

护理等。然而，常规护理往往采用标准化的护理流程，

没有充分考虑到 A 型主动脉夹层术后患者的个体差异

和特定需求[5]。 
分级肺康复方案是一种更加全面和个性化的护理

模式，它针对 A 型主动脉夹层术后患者的特定需求和

并发症风险进行了优化。分级肺康复方案注重患者的

主动参与和自我管理，通过教育、指导和支持，帮助患

者掌握正确的呼吸技巧、运动方法和生活方式调整，从

而提升其自我护理能力[6]。该方案通过个性化的康复计

划和密切的监测，能够更有效地预防和管理 A 型主动

脉夹层术后患者可能出现的并发症[7]。例如，通过早期

的呼吸锻炼和体位调整，可以降低急性肺损伤的风险；

通过合理的饮食和水分管理，可以预防急性肾功能衰

竭；通过定期的神经功能评估和康复锻炼，可以减少中

枢神经系统损伤的后遗症[8]。 
综上所述，在 A 型主动脉夹层术后患者的护理中

应该分级肺康复方案能提升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和减少

并发症，在临床中具有较好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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