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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慢 阻 肺 患 者

中，正确使用无创机

械 通 气 有 着 重 要 作

用， 可 改 善 呼 吸 困

难，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尤其对于慢阻

肺急性加重期并高碳

酸血症性呼吸衰竭的

患者。

肺康复治疗包括

单纯运动锻炼和无创

通气运动锻炼，已有

研究报道无创通气运

动 锻 炼 较 单 纯 运 动

锻 炼 更 能 改 善 患 者

的 运 动 耐 力 和 肺 功

能，减轻呼吸肌肉负

荷， 增 加 呼 吸 肌 力

量，缓解患者的呼吸

困难，迟缓运动诱发

的乳酸血症的发生。

以运动训练为主的慢

阻肺患者，多数肺康

复训练是在医院或康

复中心内进行的，也

可在有效的指导监督

下在家庭中进行。同

样，无创通气治疗也

可在医院内应用与家

庭中施行。

但 是， 目 前 对

于相关研究仍较少，

缺 乏 大 型 的 前 瞻 性

对 照 研 究， 运 动 训

练 联 合 无 创 通 气 治

疗 的 应 用 指 征、 治

疗 策 略、 操 作 规 范

尚 需 要 制 定 统 一 的

标 准。 对 于 无 创 通

气 在 康 复 中 的 应 用

仍 需 实 践 进 一 步 证

实其重要作用。

物理治疗（PT）

是康复医学治疗技术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利用器械、徒手或患

者自身力量，通过某

些运动方式（主动或

被动等），使患者获

得全身或局部运动功

能、感觉功能恢复的

训练方法。

在呼吸系统疾病

康复中，建立膈肌呼

吸，增强呼吸肌力及

耐力非常有必要。呼

吸肌包括膈肌、肋间

肌、辅助呼吸肌及腹

肌，熟悉肌肉分布及

作用有助于训练技术

的开展。

除 了 掌 握 基 本

的康复理论知识，还

需 熟 练 各 种 训 练 手

法。目前各种训练手

法层出不穷，如何选

择 适 合 患 者 的 训 练

手 法 需 要 根 据 患 者

的病情、身体条件及

治 疗 方 案 等 方 面 综

合评估，制定个体化

的训练技术。

  打造体外呼吸循环支持技术协作平台
  “明道呼吸支持技术学院·体外呼吸循环支持中心”成立

▲ 医师报记者  陈惠  实习记者  孙瑜淼

5 月 12 日，“ 明 道 呼

吸支持技术学院·体外呼吸

循环支持中心”在中日医院

成立。据了解，体外膜肺

氧 合（ECMO） 作 为 极 危

重症患者的终极心肺支持

手段在国外已获广泛应用，

目前较成熟开展这项技术

的有安贞医院、阜外医院、

中日医院、广州呼研所等。

据中心主任、中日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四部

詹庆元教授介绍，建立体外

呼吸循环支持中心（简称

ECMO 中心）必须有足够

的危重患者来源，并可以对

原发病开展高水平的综合治

疗。集合了国内顶尖级的呼

吸学科专家团队、国内最优

势的呼吸疾病治疗与科研资

源，在呼吸系危重疾病的诊

断、综合治疗方面的潜力等

优势，中日医院成立“明道

呼吸支持技术学院·体外呼

吸循环支持中心”。不仅为

医院各科室开展各种高水平

的诊治手段搭建更好的脏

器支持平台，还将有力地

推动中日医院危重症患者

的整体救治水平。 

中日医院院长王辰院

士参加了此次成立大会并

在会上指出，在中国，尽管

呼吸疾病诊疗技术在近些

年不断发展，但呼吸系统疾

病仍然是人民健康的重大

威胁。对于个人健康来说，

各类疼痛所带个人的痛苦

远不及呼吸障碍的窒息感

所引起的濒死感。在慢病

防治方面，心脑血管疾病、

恶性肿瘤、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糖尿病与代谢性疾

病共同被世界卫生组织列

为“四大慢病”。而在我国，

呼吸系统疾病长期被排除

在重大慢病之外。因此呼

吸病的治疗，对于医院来

说是基础性的治疗。

然而，现在国内对呼

吸的支持技术远落后于国

际水平。王辰院士希望呼

吸学科能通力合作，在明

道呼吸学校下设学院，学

院下设中心，把教学培训

功能加以系统和强化，成

为像医联体一样的有机组

织，通过战略、路线和顶

层设计，把整个明道学校

做好。用持之以恒的毅力，

真正把中国的呼吸学科发

展好，提升体外呼吸循环

支持技术的规范性、先进

性，目标是最终可以实现

中国呼吸从研发到应用的

技术体系的独立运转。

“ 经 过 这 么 多 年 跟

ECMO的磨合，你就会发现，

对它理解得越深，它的用处

越大，且爱得越深。”詹庆

元毫不吝惜对 ECMO 的偏

爱，“第一，完全或者部分

替代心肺功能；第二，心肺

休息，让心肺损伤之后的肺

修复成为可能；第三，避免

或者减少人工气道的应用；

ECMO 将极大地改变心肺

衰竭的治疗理念与现状。”

詹 庆 元 指 出， 目 前

ECMO 在各地需求巨大，

但供给严重不足；各地区间

发展极不平衡；应用和管理

亟待规范；设备与耗材供应

不足；亟待各地加强合作。

体外呼吸循环支持中心建

立后，其重中之重是建立

培训体系，规范应用。

“在明道呼吸学校下

面的明道呼吸支持技术学

院建立体外呼吸循环支持

中心，目的是为中国未来

体外呼吸循环支持技术的

推广和科研合作提供平台

和契机。”詹庆元介绍了

今后中心在培训、合作、

技术应用、转运与会诊等

方面的具体工作计划。

会上王辰院士与 999 急

救中心霍明立院长签署了

双方合作协议。此前，中

日医院与 999 急救中心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多次

在 院 外 行 ECMO/ 机 械 通

气支持后再进行长途转运，

极大地降低了转运风险。

会上宣布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外

科危重症中心侯晓彤为名

誉主任。中日医院呼吸科

詹庆元主任主持会议。

中心名誉主任侯晓彤

教授在学术交流环节的发言

中系统介绍了中国 ECMO

应用的仅 15 年以来的情况：

近十年中国的中国 ECMO

和辅助例数涨了约一倍，在

成 人 的 ARDS 和 ECPR、

PCI 、肺移植等等方面也做

了大量工作。2006 年中山

市第一个 ECMO 临床应用

团队成立。ECMO 是一个

提升医院综合抢救水平的

机遇，在国内外对此需求增

加的形势之下，应该提升

队伍建设，借此提高呼吸学

科的整体技术水平和能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体外支持中心李军教授

介绍了该院 ECMO 发展的

历程和病例情况，也分享

了 ECMO 在治疗和抢救、

心脏术前、术后循环衰竭、

呼吸衰竭、重症心肌炎、

重症感染肺炎、肺栓塞、

气管异物术后、器官移植、

先天免疫并等各类疾病中

的应用情况。

中 日 医 院 杨 煜 光 介

绍 了 目 前 中 日 医 院 开 展

ECMO 的 情 况。999 急 救

中心的魏彦芳则介绍了 999

航空医疗救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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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创通气辅助康复治疗技术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刘惠林教授

物理治疗对呼吸系统疾病
患者至关重要

ECMO：让我们走得更远

推进体外呼吸循环支持技术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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