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探讨!

自制功能康复装置在乳腺癌术后患肢功能锻炼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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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探讨使用自制功能康复装置对乳腺癌术后患肢功能锻炼的促进作用%方法
!

选择
0"

例乳腺

癌改良根治术后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乳腺癌术后渐进式功能康复操锻炼

方法!试验组患者使用自制功能康复装置进行锻炼!观察患者肩关节活动度$锻炼依从性及患者满意度%结果
!

试

验组患者通过使用自制功能康复装置进行患肢功能锻炼!肩关节活动度$锻炼依从性及患者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

"

!

$

"9":

#%结论
!

自制功能康复装置设计科学合理!使用方便!易于操作!患者锻炼依从性高!能有效促进患肢功

能康复!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关键词$

!

乳腺癌&

!

康复装置&

!

功能锻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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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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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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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一种严重危害女性身心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其

发病率占恶性肿瘤的
>_

$

$"_

*

$7!

+

)外科手术是治疗乳腺癌

的主要手段*

:

+

#但术后如果不能及时让患者进行功能锻炼#将

会造成患侧上肢的功能障碍#进而给患者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一

定的影响*

%

+

)目前#临床上多使用功能康复操的形式#通过患

肢的自主运动来促进患者功能的恢复)但是#该项锻炼没有结

合相关的锻炼器具#仅靠患者的自主运动#相对比较单调#徒手

锻炼的目的性不强#且患者术后因疼痛,创伤较大#加上胸部伤

口包扎时间较长等原因#锻炼不主动)为了更为直观进行功能

锻炼#让患者感兴趣并能够持之以恒地进行锻炼)本研究采用

自制研发的康复装置$该装置已取得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

k;#"$!#"$$%"%$9c

%对乳腺癌患者进行术后功能锻炼#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9$

!

一般资料
!

选择
#"$1

年
>

月至
#"$1

年
$#

月的单侧乳

腺癌患者
0"

例)均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患者引流管平均放

置
/9>L

#平均住院
#/L

)所有患者一般情况良好且合作#无严

重心血管及呼吸系统疾病#术前肩关节活动和肌力正常)按照

随机数字表法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

例)观察组患者年龄

#>

$

%>

岁,平均$

!:T#9:

%岁#对照组患者年龄
#0

$

%0

岁,平

均$

!%T#9#

%岁(观察组乳腺癌分期
'

期
/

例,

(

期
#1

例,

,

期

0

例#对照组乳腺癌分期
'

期
>

例,

(

期
#>

例,

,

期
%

例)两

组患者在,年龄,乳腺癌分期,疾病分期及手术方式等方面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9":

%#具有可比性)

$9/

!

方法

$9/9$

!

术后功能锻炼方法
!

对照组采用常规乳腺癌术后渐进

式功能康复操锻炼方法#试验组患者使用自制功能康复装置进

行锻炼)

$9/9/

!

自制功能康复装置的制作方法
!

采用弹力棉布制作成

背心装置#康复装置分为胸片和背片#胸片左右对称在不同位

置装有用棉布连接的搭扣#可分别连接用弹力带制作的手部锻

炼带,手臂锻炼带,肩关节锻炼带)弹力带连接握力球或者手

柄#不同锻炼带使用不同颜色#便于区分)背片中央采用棉布

制作成多排横向攀扣固定于装置上)

$9/9'

!

自制功能康复装置使用方法
!

功能康复装置主要是根

据乳腺癌患者术后锻炼需要#各种锻炼带可随时连接相应部

位#暂时不用时可取下)$

$

%患者在穿功能康复装置时#扣胸片

前排的内衣扣可以做手指精细运动锻炼)$

#

%术后第
$

天在胸

片装置最底端搭扣接上弹力球#指导患者进行握球运动#

1

次"

日#每次
1"

个#术后
$

$

#L

可反复做握球运动)$

1

%术后
1L

#

接上前臂锻炼装置#患侧的手可握住拉环#在肱二头肌,肱三头

肌的作用下#上下牵拉弹力装置#使肘关节屈,伸#同时使前臂

旋前和旋后)

1

次"日#每次
#"

$

1"

个#以促进前臂血液循环#

从而恢复肘关节功能及前臂肌力)$

!

%术后
>L

#患肢握住前臂

锻炼带#可向前后左右进行牵拉#然后做耸肩运动#以促进整个

前臂和肩关节的运动及臂部肌力恢复)$

:

%术后
$"L

#由护士

协助按摩与上肢运动有关的肌肉群#如三角肌,背阔肌等)按

摩后接上肩部锻炼装置#在胸前用力向患侧牵拉拉环#可使三

角肌和大小胸肌收缩,肩关节外展#弹力装置回缩时#可使肩关

节内收#

1

次"日#每次
!"

$

:"

个)$

%

%术后
$!L

#可握住弹力

装置的不同位置在胸前或颈后进行牵拉)可使肩关节进行各

个方位活动#以不感觉劳累为原则)$

>

%拔管后双手在背片攀

扣上逐层上移#进行攀爬运动#可使肩关节做外展,外旋运动)

$9'

!

观察指标及评判标准

$9'9$

!

肩关节活动度$

R̂ (

%

!

R̂ (

是指肩关节运动时所通

过的运动弧或转动的角度)在此次研究中#两组患者均在术后

!

周用量角器测定其
R̂ (

*

>

+

)

R̂ (

评定标准为$

$

%活动正

常!肩关节前屈超过
$:"u

#外展超过
$:"u

#后伸超过
!:u

#内外

旋超过
%"u

($

#

%显效!屈伸活动基本正常#即肩关节前屈
$#"u

$

$:"u

#外展
$#"u

$

$:"u

#后伸
1"u

$

!:u

#内外旋
!"u

$

%"u

#能胜任

日常生活工作($

1

%好转!关节活动度有改善#但仍部分受限#即

肩关节前屈小于
$#"u

#外展小于
$#"u

#后伸小于
1"u

#内外旋小

于
!"u

($

!

%无效!症状和体征改善不明显或加剧)

$9'9/

!

锻炼依从性
!

功能锻炼依从性评定分为
1

类*

0

+

#$

$

%完

全依从!患者主动按时按量锻炼#完成规定动作#完成度超过

0"_

($

#

%部分依从!患者需要护理人员或家属督促,检查才能

完成规定动作#完成度
:"_

$

0"_

($

1

%不依从!患者不按照计

划进行#动作不规范#完成度低于
:"_

)

$9'9'

!

患者满意度
!

术后
#0L

对患者功能锻炼满意度进行

问卷调查#问卷由本院自行设计#主要调查患者使用功能锻炼

装置的感受,护理人员指导情况等内容#

/"

分以上为满意#

%"

$

/"

分为基本满意#

%"

分以下为不满意)

$91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采用
)3))$09"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的统计分析及处理#计量资料采取
DT@

表示#两组间的比较

-

#1#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I(?L<AFG

!

U6Q?MI?B#"$:

!

V6A9$#

!

U69#$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局课题资助项目$

#"$17#7$#%

%)



采用两配对样本的
5

检验#以
!

$

"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9$

!

两组患者的肩关节活动度比较
!

试验组患者术后功能锻

炼肩关节活动度#在前屈,外展,后伸,内旋,外旋的得分均高于

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见表
$

)

表
$

!

两组肩关节活动度比较&

&[!"

+

DT@

+

u

'

组别 前屈 外展 后伸 内旋 外旋

试验组
$%!9:1T>9$: $%$9/#T>9>% :19:"T/9$> %:9""T:9/$ %19%"T:9>/

对照组
$1:9>1T$"9!" $1"9!1T$:91$ 109>1T%9$: :"900T>9"% !/9:1T:90/

/9/

!

两组患者锻炼依从性比较
!

试验组锻炼依从性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锻炼依从性比较&

&[!"

'

组别
完全依从

*

&

$

_

%+

部分依从

*

&

$

_

%+

不依从

*

&

$

_

%+

平均完成度

$

DT@

%

试验组
!"

$

$""

%

"

$

"

%

"

$

"

%

/#9":T19!#

对照组
$%

$

!"

%

#!

$

%"

%

"

$

"

%

>%9/:T09#$

/9'

!

两组患者的满意度比较
!

试验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见表
1

)

表
1

!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

'

组别
满意

*

&

$

_

%+

基本满意

*

&

$

_

%+

不满意

*

&

$

_

%+

总满意度$

_

%

试验组
1>

$

/#9:

%

1

$

>9:

%

"

$

"9"

%

$""

对照组
$>

$

!#9:

%

$:

$

1>9:

%

0

$

#"9"

%

0"

'

!

讨
!!

论

'9$

!

乳腺癌术后正确锻炼的重要性
!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手术

创面较大#往往会损伤血管,神经,肌肉#使部分患者出现肩关

节僵硬,萎缩,肌肉粘连,上肢功能受限等并发症)腋窝淋巴结

清扫是手术必要步骤
9

但手术会破坏腋窝淋巴系统#导致上肢

组织内淋巴液回流障碍#而上肢的淋巴水肿则会影响上肢活

动#使肩关节活动受限*

/

+

)同时#肩关节活动受限所导致的上

肢活动减少#又会增加上肢淋巴水肿的危险性#两者形成恶性

循环)因此#术后早期,及时,有效的患肢功能锻炼可使患肢,

颈肩部相关肌群循序渐进得到强化训练#增强代偿肌肉的力

量#提高肌纤维的可塑性及修复能力#及时牵张胸部和腋窝底

部瘢痕纤维组织的粘连)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加速

静脉回流#加快侧支循环的建立#预防和减轻水肿#有效促进患

肢功能的康复#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9/

!

功能康复装置的优势

'9/9$

!

康复装置上的弹力球,前臂锻炼装置,肩关节锻炼装置

可随时连接相应部分#暂时不用时可取下#并且不同锻炼带使

用不同颜色#便于区分)弹力球,弹力装置的位置和长度#是根

据术后循序渐进锻炼的原理而设计)患者在规定范围内运动#

能循序渐进的练习#避免了肩部过早活动)患者锻炼时握住弹

力球#手中有实物感#反复握弹力球进行指关节,腕关节功能锻

炼#促进了掌指关节,神经肌肉活动和末梢血液循环#而且活动

只局限在手指和腕部#肩部处于制动状态#利于腋窝皮瓣愈合)

手臂锻炼带能使患者的肢体处于最佳的功能位#避免了肩部过

早活动而引起皮瓣滑脱#影响切口愈合)利用背片手爬攀扣运

动#能锻炼患肢后旋,外展#可恢复后背精细运动#从而提高生

活质量)

'9/9/

!

佩戴上锻炼装置#可促使患者克服惰性和恐惧心理)

康复装置背心式设计#穿上后患者感觉手术胸壁有被保护的感

觉#也有患者反映使用康复带锻炼降低了锻炼时的牵拉痛#从

而降低了患者的恐惧心理#提高了锻炼依从性)每日早晚两次

护士交班检查患者肢体锻炼情况#鼓励患者#使患者看到自己

的进步#愿意主动进行锻炼)结果显示#观察组术后患侧肢体

关节活动度明显优于对照组$

!

$

"9":

%)说明采用自制功能

康复装置进行乳腺癌术后患肢功能锻炼#使患者能根据自己所

行术式和术后时间进行适时,适量的锻炼#充分调动患者主动

锻炼的积极性)

'9/9'

!

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每项锻炼患者需要用力才能把

弹力球压下,把弹力装置拉长)各阶段练习步骤可交叉进行#

对恢复上肢功能效果更佳)通过使用功能康复装置#将患者对

护士的依赖转化为器具来执行指令#具有较高的指导性)患者

可根据自己的时间随时进行康复锻炼#方便了患者#提高了患

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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