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

者 肺 功 能 FEV1% 下 降 幅

度大于正常人，肺功能下

降会导致呼吸困难、急性

加重、病死率上升等系列

问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宋元林教授表示，维

持最大化肺功能可以改善

生活质量，降低慢阻肺的

病情加重，最大化肺功能

是肺功能治疗追求的目标

之一。

宋元林教授表示，除

药物、吸入治疗等手段外，

长期肺功能康复训练可延

缓肺功能的下降速度，耐

力训练在运动耐量、呼吸

困难症状的远期改善要优

于阻力训练，对于生活质

量受损的患者而言，阻力

训练更具优势。耐力训练

对轻症慢阻肺患者的症状

改善更明显，而阻力训练

可有效缓解慢阻肺患者抑

郁，对重症慢阻肺患者而

言，耐力训练对运动耐量

的改善优于阻力训练。在

病理生理层面，运动和康

复可减少肺损伤，促进肌

肉功能。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

者 陈惠 刘则伯）呼吸康

复在危重症医疗中介入的

时机、策略、规范、路径

是什么？如何在“动”与

“静”中寻找平衡点，使

患者最大程度获益？ 7 月

22~23 日，2023 年 中 国 康

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业委

员会第七届学术年会在昆

明召开，本次会议主题是

“将呼吸康复贯穿于危重

症医疗全程”。来自全国

各地 1300 余名医师在线下

参与了此次会议，大会官

网、《医师报》呼吸频道

对开幕式和主论坛进行了

直播，收获近 10 万观看量。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

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指

出，科技和医学的发展，

使重症监护病房（ICU）

住院患者的死亡率显著下

降，但是 ICU 幸存者的致

残率居高不下。超过 70%

的 ICU 幸存者存在以认知

功能，躯体功能和精神功

能障碍为主要表现的 ICU

经历综合征（PICS），严

重影响患者及其照护者的

生活质量。而 ICU 经历综

合征（PICS）对患者及其

家庭、社会的影响是复杂

的、多方面的、长久的，

已构成严重的公共卫生事

件，因此，呼吸康复应贯

穿于危重症医疗全程。

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

副会长彭明强教授强调，

康复是需要贯穿于危重症

患者医疗的全过程，在挽

救患者生命的同时，也要

考虑如何提高生活质量，

因而需要重视多学科协作

以及共病处理的问题。

云南省卫健委副主任

白松指出，随着社会经济

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疾病

的诊治需求也不断提高。

当下，患者更希望通过疾

病诊治延长寿命的同时，

更 能 享 有 更 高 的 生 活 质

量。面对我国呼吸疾病的

严峻形势，呼吸康复也备

受关注。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院长蒋立虹教授希望通过

会议，让更多云南医护人

员了解呼吸康复的理念，

交流呼吸康复的进展，进

一 步 促 进 呼 吸 学 科 的 发

展，造福广大的患者。

大会主席、中国康复

医学会呼吸康复专委会主

任委员赵红梅教授回顾了

过去 7 年呼吸康复专委员

会发展的历程，她表示呼

吸康复让医师对“六位一

体”全方位的健康照护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临床医

师不仅要让患者活着，更

要让患者有质量地生活，

这才是呼吸康复要达到的

境界，她希望呼吸与危重

症学科医师能将呼吸康复

贯穿于危重症领域的应用，

有更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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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国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学术年会于昆明召开

将呼吸康复贯穿于危重症医疗全程

美 国 2011 年 ICU 总

诊疗人次达 460 万人，ICU

患 者 医 疗 费 用 总 花 费 约

2800 亿美元，占住院者总

医疗花费的近一半。近年

来，我国危重症照护需求

也迅速增加，王辰院士指

出，医学和科技的进步挽

救了更多生命，更多患者

得以“活着”离开 ICU，

但大量 ICU 幸存者面临着

ICU 经历综合征（PICS）

的 困 扰， 未 来 要 努 力 让

ICU 成为“治病”的场所，

而非“致病”的地方。

“ICU 幸 存 者 出 院

半 年 后 有 60.4% 的 患 者

伴有吞咽困难，1 年内有

44%~62% 的患者无法重新

回到工作岗位，PICS 会改

变幸存者及其家庭的生活

轨迹，而且造成长久的、

严重的创伤，已构成严重

的公共卫生事件，亟待引

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王辰院士强调，危重症患

者的照护不仅要挽救生命

更要预防致残，并且应该

将危重症疾病视为一个连

续的过程，从疾病发病早

期开始，到入住 ICU，再

到普通病房和居家疗养，

全面践行“促防诊控治康”

的六字方针。

预 防 PICS 应 从 进

入 ICU 时 开 始， 开 展

ABCDEF 集束化管理，在

危重症医疗中积极实施呼

吸康复，改善 ICU 结局，

减轻幸存者 PICS 负担。

ICU 幸存者多存在躯

体无力、睡眠障碍、谵妄

等健康问题，赵红梅教授

指出，应早期开展呼吸康

复， 以 期 降 低 PICS 发 生

率，尽管有 66% 的医生关

注 ICU 幸存者的健康问题，

但人员不足、缺乏活动医

嘱、病床附近空间不足、

患者身体一般状况差等问

题阻碍了早期康复的开展。

此外，目前大部分危重

症患者早期康复的临床研究

还是以活动或运动为主要终

点，干预方式、时间、剂量

差异很大，这直接导致相关

研究结论不一致，研究关注

的远期结局主要是 6 分钟步

行距离试验，缺乏统一的试

验步骤，缺乏长期的管理，

尤其是患者离开 ICU 后的

持续康复干预。

赵红梅教授认为，危

重症早期康复是对患者的

综合照护，不单单是早期

活动，未来需要探索 ICU

幸存者的可治疗特性，据

此制定呼吸康复方案实现

呼吸康复的“个性化”方案，

呼吸康复应该，也必须贯

穿于危重症医疗全程。危

重症的早期康复有六大“法

宝”分别是：语言、药物、

器械、饮食、起居、环境。

要从这六个方面入手，根

据 ICU 患者的可治疗特性

制定呼吸康复方案，并且

未来的 ICU 应该更加智能

化、人性化。

王辰王辰    在危重症医疗中积极实施呼吸康复在危重症医疗中积极实施呼吸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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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临床研究显示，

危重症患者早期活动和康

复可提高住院患者生存率，

减少谵妄和昏迷时间，但

也有部分临床研究显示，

重症呼吸康复患者生存率

更低，且易发生心失常、

氧饱和度下降、血压改变、

导管滑脱、坠床、疼痛等

不良事件，操作风险难以

准确评估。

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

学中心解立新教授介绍，

解放军总医院建立的智能

化管理平台可打通呼吸康

复的链路管理，依托管理

平台的大数据终端可针对

呼吸康复场景，连接多种

医疗设备进行和集成院内

信息系统，收集患者实时

全景数据。基于大数据和

机器学习等技术将多维异

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可视

化，提供多种医护人机交

互终端应用。

解立新教授指出，建

立智能化管理平台，可解

放部分人力，一定程度弥

补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并且智能化管理平台还可

协助医生进行准确评估，

在康复中，智能化管理平

台可检测患者生命体征，

记录早期康复情况，如有

风险可及时预警，提示医

生未完成的任务，以及监

测、收集患者早期康复的

效果，辅助下一步的临床

治疗判断，在康复后，平

台可进行整体化数据回顾

分析，促进一体化全流程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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