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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阻肺专题研究 •

正念减压疗法联合肺康复训练对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
患者疲劳程度及心肺功能的影响

廖佳星 1，龚放华 1，熊子欣 1，马文婷 2，方群垚 2，龙微 2

【摘要】　背景　研究表明，50%~70% 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伴有疲劳感，故减轻疲劳也是 COPD
患者的主要治疗目的之一。肺康复训练可以增加肌肉耐力，减轻呼吸困难，提高心肺功能；正念减压疗法可以疏散压

力、管理情绪、改善疲劳。但正念减压疗法联合肺康复训练治疗 COPD 的相关研究报道较少。目的　探讨正念减压疗

法联合肺康复训练对老年 COPD 稳定期患者疲劳程度及心肺功能的影响。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 2018 年 6 月—

2019 年 7 月湖南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收治的 80 例老年 COPD 稳定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计算机随机编码将其分

为对照组（n=40）和观察组（n=40）。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及健康指导，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正念减压疗

法联合肺康复训练。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及干预后 12 周多维疲劳量表（MFI-20）评分、肺功能指标〔包括第 1 秒用

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EV1%）、呼气峰值流速（PEF）及用力肺活量（FVC）〕及 6 min 步行距离（6MWD）。

结果　观察组患者干预后 12 周综合疲劳、体力疲劳、活动减少、动力下降、脑力疲劳评分及 MFI-20 总分低于对照组

（P ＜ 0.05）。观察组患者干预后 12 周 FEV1% 高于对照组，PEF、FVC 大于对照组，6MWD 长于对照组（P ＜ 0.05）。

结论　正念减压疗法联合肺康复训练能有效减轻老年 COPD 稳定期患者疲劳程度，改善患者心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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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50%-70%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had fatigue, so reducing fatigue is one of the main treatment purposes of COPD patients.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can 
increase muscle endurance, relieve dyspnea and improve cardiopulmonary function;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can 
relieve stress, managing emotions and improve fatigue. However, there are few reports about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combined with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OPD.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combined with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on the fatigue and cardiorespiratory fun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stable 
COPD. Methods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80 elderly patients with stable COPD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Hunan Province from June 2018 to July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n=40) and observation group (n=40) by computer random coding.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health guidanc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combined with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 of Multi Dime-nsional Fatigue Inventory 20 (M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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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pulmonary function indexes [including percentage of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one second (FEV1%) , peak expiratory flow 
(PEF) , forced vital capacity (FVC) ] and 6-minute walking distance (6MWD)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 and 12 weeks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comprehensive fatigue, physical fatigue, 
decreased activity, decreased power, mental fatigue rating and MFI-20 total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 After intervention, FEV1%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EF 
and FVC were larg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6MWD was long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 Conclusion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combined with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fatigue degre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stable COPD, and improve the cardiopulmonary function of patients.

【Key words】　Chronic obstruction pulmonary disease; Stable period; Aged;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Fatigue; Cardiorespiratory function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是一种由有害颗粒或有害气体暴露引起的气道和 / 或
肺泡的异常炎症疾病，以持续呼吸道症状和气流受限为主要

特征［1］。全球疾病负担报告预测 2020 年 COPD 将位居全球

死亡原因的第 3 位，位居世界疾病经济负担的第 5 位［2］。中

国 COPD 监测报告显示，年龄≥ 40 岁人群 COPD 患病率约为

13.6%［3］。现实生活中，COPD 患者长期受到呼吸困难、疲劳、

咳嗽咳痰、活动耐力下降及焦虑抑郁等身心症状的困扰［4］，

且患者存在躯体和心理障碍，导致日常活动受限、生活质量

下降，再入院率及病死率均较高［5-7］。肺康复训练可增强肺

通气及换气功能，提高呼吸肌耐力，纠正病理式呼吸模式，

促进痰液排出，增强心脏和肺脏有氧耐力，从而提高患者日

常生活活动能力。但患者单独进行呼吸肌功能训练容易产生

疲劳感，效果不佳，且依从性较差。正念是一种自我调节的

精神训练方法，要求受试者有目的、有意识地关注当下且不

做任何判断、分析、反应［8］。近年来，正念减压疗法已成为

心理学治疗领域的研究热点，其能有效缓解个体抑郁、焦虑

等不良情绪。但国内有关正念减压疗法与肺康复训练联合用

于 COPD 的研究报道少见，本研究旨在探讨正念减压疗法联

合肺康复训练对老年 COPD 稳定期患者疲劳程度及心肺功能

的影响，以期为临床针对 COPD 患者开展正念减压疗法及肺

康复训练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 2018 年 6 月—2019
年 7 月湖南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收治的 80 例老年 COPD 稳定

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符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

（AECOPD）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14 年修订版）》［9］中的

COPD 诊断标准，根据计算机随机编码将其分为对照组（n=40）

和观察组（n=40）。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吸烟

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Global Initiative for Chronic 
Obstructive Lung Disease，GOLD）分级及文化程度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本研究经过湖南省人民

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患者及其家属同意参加本研究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年龄≥ 60 岁；（2）
意识清楚，理解、表达能力正常，认知与行为能力正常；（3）
未进行肺康复训练。排除标准：（1）合并癌症、脑卒中、急

性心肌梗死及心力衰竭等其他严重躯体性疾病者；（2）合并

影响日常活动的其他疾病者，如肌肉、关节及血管疾病；（3）
既往有精神疾病史者；（4）伴有肺性脑病、肺大泡等严重并

发症者。

1.3　方法　将观察组患者安排在呼吸一科，对照组患者安排

在呼吸二科。两组患者住院期间均给予常规治疗、护理及健

康教育。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实施正念减压疗法联合肺康

复训练，具体如下：（1）成立 COPD 多学科管理团队：包括

1 名呼吸专科医师、2 名呼吸专科护士、1 名心肺康复治疗师、

1 名心理咨询师、2 名研究生，团队成员接受统一理论培训且

操作技能考核合格，均熟练掌握心肺康复训练和正念减压疗

法的相关理论及干预方法。（2）制定干预方案：在文献检索

基础上，由团队初步拟定干预草案，并通过两轮专家咨询和

小组讨论、审核、修改，确定最终干预方案。（3）预实验：

正式干预前选择 8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进行预试验，调整、

修改干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确保干预方案实施的可行性。

（4）干预阶段：①院内阶段：选择在安静舒适的心肺康复室

进行面对面团体授课及康复训练。统计分析发现，笔者所在

科室的 COPD 患者住院时间为（9.4±2.5）d，为确保院内完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 /女）

年龄
（x±s，岁）

病程
（x±s，年）

吸烟
〔n（%）〕

GOLD 分级〔n（%）〕 文化程度〔n（%）〕

中度 重度 极重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 中专 大专及以上

对照组 40 32/8 72.8±9.6 8.8±8.2 10（25.0） 15（37.5）19（47.5）6（15.0） 4（10.0） 18（45.0）12（30.0） 6（15.0）

观察组 40 34/6 71.4±10.0 7.6±6.8 11（27.5） 18（45.0）17（42.5）5（12.5） 5（12.5） 20（50.0）10（25.0） 5（12.5）

χ2（t）值 0.254 1.341a 1.353a 0.263 0.058 0.161

P 值 0.614 0.185 0.184 0.629 0.952 0.682

注：GOLD=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a 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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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干预计划，本研究共设置 4 次课，并将观察组的 40 例患者

分成 1、2 两个小组，每组 20 例。第 1 组患者授课及训练时

间为星期一、星期三的 9：00~10：00、14：30~15：30；第 2
组患者授课及训练时间为星期二、星期四的 9：00~11：00、
14：30~15：30。正念减压疗法联合肺康复训练干预计划见表 2。
②院外阶段：组建微信群，向患者发放肺康复训练指导手册、

肺康复训练视频、正念减压视频和练习记录表，鼓励其每天

练习 15~30 min，每周训练≥ 6 d，每次授课结束后布置家庭

作业并督促其完成任务，坚持打卡，领取微信红包，病友之间

可以通过微信交流群分享各自的康复体验，如训练过程中存在

问题可及时给予反馈。两组患者均于干预后 12 周来医院复诊。

1.4　观察指标

1.4.1　疲劳程度　采用多维疲劳量表（Multi Dime-nsional 
Fatigue Inventory 20，MFI-20）评估两组患者干预前和干预后

12 周疲劳程度，该量表包括综合疲劳、体力疲劳、活动减少、

动力下降、脑力疲劳 5 个因素共 20 个条目，每个因素包含 4
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1~5分）进行评分，总分100分，

评分越高提示疲劳程度越重［10］。

1.4.2　肺功能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和干预后 12 周

肺功能指标，包括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的百分比

（percentage of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one second，FEV1%）、

呼气峰值流速（peak expiratory flow，PEF）、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上述指标均采用日本捷斯特 CHEST 便

携式肺功能仪 HI-101 进行检测。

1.4.3　6 min 步行距离（6-minute walking distance，6MWD）

　采用 6 min 步行试验测量 6MWD，具体如下：嘱患者在安

静的长 30 m 的走廊内以最快速度行走 6 min，并测量行走的

距离。需要注意的是，如患者在行走过程中发生胸痛、难以

忍受的呼吸困难、下肢痉挛、面色苍白出虚汗等情况，应立

即终止试验。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5.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

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双侧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MFI-20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干预前

综合疲劳、体力疲劳、活动减少、动力下降、脑力疲劳评分

及 MFI-20 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

组患者干预后 12周综合疲劳、体力疲劳、活动减少、动力下降、

脑力疲劳评分及 MFI-20 总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见表 3。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肺功能指标和 6MWD 比较　两组患者

干预前 FEV1%、PEF、FVC 及 6MWD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 0.05）；观察组患者干预后 12 周 FEV1% 高于对照组，

PEF、FVC 大于对照组，6MWD 长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见表 4。
3　讨论

3.1　正念减压疗法联合肺康复训练可有效减轻老年 COPD 稳

定期患者疲劳程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干预后 12
周综合疲劳、体力疲劳、活动减少、动力下降、脑力疲劳评

分及 MFI-20 总分低于对照组，与李佳宁等［11］研究结果一致，

其原因可能如下：正念减压疗法可有效提高患者基础新陈代

谢，改善患者自主神经功能、睡眠，进而提高患者免疫功能，

减少疾病引起的焦虑、疼痛、睡眠障碍及疲劳等问题［12］。

COPD 是一种慢性反复发作、迁延不愈的疾病，其常见临床症

状有呼吸困难、咳嗽、疲劳等［13］。COPD 患者呼吸道症状持

续恶化导致全身炎症反应，咳嗽频率增加，体力消耗增加，

且随着病情进展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逐渐丧失，导致疲劳

程度加重。既往研究表明，COPD 患者与正常人群相比疲劳感

明显增加［14］。正念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特质，是将注意力有

目的地从觉察到的不由自主的内心活动转移到当前的体验，

并对该经验保持好奇、开放和接纳的态度，主要目的是调节

患者的心理过程、感知觉、注意力［15］，引导患者学会将认同、

接受、祥和的正念态度融入到生活当中，进而纠正由此产生

的对疾病的负性情绪，采取积极方式应对，逐步建立健康信

念及行为，降低患者疲劳程度［16］。

表 2　正念减压疗法联合肺康复训练干预计划表
Table 2　The schedule of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combined with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ntervention 

次数 正念主题 肺康复训练主题 肺康复训练方法 干预内容

第 1 次
初识正念 介绍肺康复 面对面授课 30~45 min 介绍正念及肺康复理论背景知识、临床应用现状、必要性及练习态度

正念呼吸 有效咳嗽，
缩唇呼吸 10~20 min/ 次，2~3 次 /d 嘱患者放慢呼吸频率，加深呼吸幅度，完全放松身体，摒除任何主观评价，集

中精力察觉当下的情绪体验、气体的进出，关注自我情绪及内心感受

第 2 次

躯体扫描 腹式呼吸，缩唇 -
腹式联合呼吸 10~20 min/ 次，2~3 次 /d

放松全身，闭上双眼，引导患者集中注意力，观察自身感受，从头到脚或从脚
到头逐个扫描并觉知身体躯体感受，让患者察觉到身体各种不舒适的感受，并
学会自我放松、调整

正念冥想 全身呼吸操 10~15 min/ 次，1~2 次 /d
嘱患者随音乐练习静坐冥想，随呼吸起伏变化感受身体状态，待压力舒缓后，
引导其以积极、包容、平和的心态对疾病引起的各类不良影响进行冥想，整理
思绪，调整情绪状态，培养其对躯体的细微察觉能力

第 3 次
正念瑜伽 吹气球 10~15 min/ 次，1~2 次 /d 仰卧全身舒展式、伸腿式、牛式和猫式等，轻柔的身体姿势与呼吸相结合，释

放心理压力

禅修练习 呼吸训练器 10~15 min/ 次，1~2 次 /d 嘱患者在淋浴、刷牙、进食等日常生活中练习

第 4 次
正念内省 弹力绷带训练 10~15 min/ 次，1~2 次 /d 嘱患者禁言、强化冥想，感受自己的身体及心灵，允许身体出现任何情绪、想

法的波动，客观识别脑海中所出现的想法

正念运用 运用肺康复 强化巩固训练 集中交流正念减压心得，将正念中的认同、接受、平静、祥和等态度融入到生
活中，使生活态度变得积极、乐观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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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正念减压疗法联合肺康复训练可有效提高老年 COPD 稳

定期患者心肺功能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干预后 12
周 FEV1% 高于对照组，PEF、FVC 大于对照组，6MWD 长于

对照组，提示正念减压疗法联合肺康复训练能有效改善老年

COPD 患者心肺功能，与黄金贺等［17］研究结果一致，分析

其原因主要如下：正念减压疗法对 COPD 稳定期患者肺康复

依从性具有正向作用，可积极提高患者正念水平，有助于改

善患者肺康复治疗依从性，从而减少 COPD 急性加重风险。

COPD 患者随着病程延长，呼吸功能障碍逐渐加重，肺部处于

过度充气状态，气道阻力明显增加、肺顺应性明显下降，使

呼吸肌处于长期高负荷状态，导致呼吸肌肌力增强，最终由

代偿发展为失代偿［18-19］。而肺康复训练可通过长期的呼吸肌

锻炼，使呼吸肌尤其是膈肌肌力及耐力增加，优化呼吸形式，

提高呼吸效率及肺通气功能，降低呼吸功耗，防止呼气时小

气道狭窄和陷闭，进而促进肺内气体的充分排出［20］。翁玉英［21］ 

认为，呼吸训练可有效减轻 COPD 患者疲劳症状，且呼吸训

练简单易学，在 COPD 患者中易于推广。

综上所述，正念减压疗法联合肺康复训练能有效减轻老

年 COPD 稳定期患者的疲劳程度，提高患者心肺功能，值得临

床推广应用。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干预时间较短，故所得结

论仍需要扩大样本量、适当延长干预时间的研究进一步证实。

作者贡献：廖佳星、龚放华、熊子欣、马文婷、方群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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