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肺部復健定義

1965年 美 國 胸 腔 科 醫 學 會
(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 將肺部復健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定義為：肺部
復健為一種醫療的藝術，針對每個病人
本身的疾病狀況及需求量身訂做，由包
含各不同專業的醫療團隊進行一系列正
確的診斷、治療、情緒支持及教育，來
穩定或改善病人的身心狀況，試圖使病
人在本身肺部疾病及生活的限制下，恢
復到最高的功能狀態。1999年美國胸
腔科醫學會重新定義肺部復健：將復健
的對象從原來的肺部疾病病人擴展至所
有慢性呼吸功能受損的病人，藉由完整
詳盡的病人評估，擬定個別化治療計
劃，治療計劃內容包含運動訓練、衛教

和自我管理來促進行為改變，改善慢性
呼吸道疾病病人身體及心理狀況，並增
進病人自身對促進長期健康的堅持。

適用對象

目前肺部復健運動廣泛運用於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氣喘、肺氣腫、
胸腔手術後、肺纖維化等致肺部塌陷、
痰液堆積或有居家用氧需求者的病人。

禁忌症

肺部復健運動對於許多肺部疾病
的康復都有很好的幫助，但是在一些
情況下，肺部復健運動可能會對身體
造成負面影響。以下是一些肺部復健

前言

隨著空氣品質惡化、吸菸者眾多和人口結構的老化，氣喘和慢性阻塞性肺
病等呼吸道疾病的病例數亦有逐年增加的趨勢。臨床研究已證實肺部復健運動可
以強化病人殘存的肺功能、改善呼吸困難、減少住院日數及再住院率，所以早期
介入肺部復健是必要的。肺部復健並不侷限於運動訓練、教育和行為改變，同時
有助於改善當事者的身體和心理狀況，進而增加身體活動力，促進日常生活的獨
立性並增進生理功能，甚至可降低焦慮、憂鬱、增加希望感及控制力，達到提升
患者生活品質與降低後續醫療資源的花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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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的禁忌症：急性呼吸道感染或發
燒、肺栓塞、重度的鬱血性心臟衰竭、
嚴重關節炎或有認知障礙無法配合的
病人，若有以上任何禁忌症，在進行
肺部復健運動之前應先與醫生進行詳
細的討論和評估。

肺部復健執行前評估

肺部復健執行前的評估包括以下
內容：（1）呼吸障礙的嚴重程度評估：
評估肺功能和呼吸困難程度、（2）運動
耐受性評估：測試病人的運動能力和耐
力，常見包括六分鐘步行測試，穿梭步
行測試或心肺運動測試、（3）相關合併
症的評估：評估病人的心臟、肌肉骨骼
和神經系統疾病等相關合併症、（4）語
言與認知能力評估：評估病人的語言和
認知能力、（5）社會心理評估：評估病
人的社會和心理狀況。此外，大多數病
人在執行肺部復健之前會接受肺功能、
一氧化氮散量和運動能力的評估，以便
確定個人接受復健前之基準功能。

居家肺部復健內容

肺部復健需由跨科別的專對團隊
所組成，除原來的醫護人員外，同時包
含物理治療、職能治療、營養諮詢、心
理復健及呼吸治療等專業團隊，針對肺
部疾病患者及其家屬提供多方位連續
服務，主要目的是讓患者在社區生活
中，可以實現並維持最大獨立性和功能

性活動。而運動訓練是肺部復健的核心
要素，先評估病人的心肺耐力、活動能
力、呼吸困難程度等，再依據個人狀況
設立適合的運動處方。

肺部復健運動訓練內容分為上肢
運動、下肢運動、及呼吸控制技巧訓
練。上肢運動訓練主要包括：肩膀、手
臂肌肉運動，進而帶動胸廓以增加通氣
量；可分為兩種：（1）支持性上肢運動：
藉由儀器訓練，例如使用可增加阻力的
肌力車、（2）非支持性上肢運動：舉起
手臂維持抗重力姿勢及手臂舉重的方式
訓練，例如：負重舉臂及擴胸運動，此
種方式因不需儀器對病人而言既經濟又
方便。下肢運動訓練的目的在於改善活
動耐力，常見項目包括：踏步運動和踩
固定式腳踏車等。運動訓練時可設定運
動目標和計劃，如：每天進行遠距監測
居家運動計劃運動、每週進行 2-3次運
動等等。逐漸增加運動時間和強度，但
要注意身體的反應，若出現氣喘、胸
悶、心悸、血壓下降或頭暈等不適症
狀，應立即停止運動。

呼吸訓練則包含有噘嘴呼吸、腹
式呼吸及正確使用呼吸肌肉等訓練內
容，透過經常練習，每天至少三次，一
次至少十分鐘，目標在於減少氣促呼吸
的頻率和增加潮氣容積，同時在呼吸急
促時可以控制並緩解不適的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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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肺部復健運動是一種安全、有效的治療方法，可以幫助慢性呼吸功能受損
的病人改善呼吸功能和生活品質，對於因項原因而造成肺部功能受損的病人，建
議可以諮詢專業醫療團隊的建議，共同討論後訂定適合的肺部復健運動計劃以改
善相關的身心狀況與長期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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