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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防治

运动康复 “良医”展露身姿
□本报记者 林颖

李芸（化名）的父亲患肺癌需手
术治疗，但因合并肺气肿，术前肺功
能检测不能通过，手术无法进行。一
筹莫展之时，福建省立医院康复医学
中心主任林忠华为李芸父亲安排了
呼吸功能运动康复训练指导，提升他
的腹式呼吸能力。一周的训练结束，
老人的肺部功能提升，达到手术标
准，最后成功完成了手术。

每天几个简单的动作训练就改
善了父亲的肺部功能，在李芸看来，
这是一次“认知上的颠覆”。

同样对运动康复医生“另眼相
看”的还有退休的刘大爷。因膝关
节疼痛、行走不稳，他在省立医院康

复医学中心的三维运动分析实验室
里进行了量表评估，中心副主任医
师姜财发现刘大爷目前的平衡能力
存在跌倒的风险。随后通过步态采
集、动静态平衡分析，姜财找到了老
人步态不稳的问题所在。“我们发现
他迈腿单独支撑时身体晃动特别明
显，进而发现他股四头肌力量不
足。”

之后，刘大爷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弹力带针对性地训练腿部肌肉，一个
月后，他的行走明显稳健了许多。

不难看出，运动正成为继药物、
手术等治疗手段之后的临床治疗“第
三极”。但对绝大部分普通人而言，
他们对运动康复还知之甚少。

我国三高人群数量庞大，但
2018年数据显示，高血压的控制
率仅11%，可见药物对慢病防治
的效果并未完全发挥出来。在
这种情况下，医学界和体育界都
一致认为运动康复作为一种疗
法，可以发挥更积极的防治作
用。

患糖尿病多年的黄女士就
尝 到 了 运 动 康 复 带 来 的“ 甜
头”。因服药后血糖依旧控制不
稳定，在医生建议下，黄女士尝
试了运动康复治疗。经运动康
复专家的医学评估后，黄女士遵
照每周运动3~4次，每次40分钟
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的“运动处
方”，连续锻炼了3个月。

“过去我也运动，但是有一
搭没一搭的，看不出效果。”黄女
士说，“现在有了运动康复专家
的指导，我会知道当我的心率达
到多少时就要停下歇息，我不能
超过怎样的运动强度。相比过
去盲目而无规律的运动，现在整
个运动过程我都感觉身心舒
畅。”

规范的用药配合着科学规
律的运动，目前黄女士的血糖保
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这也终于
使她意识到运动康复的重要作
用。

运动康复是康复医学的一
个分支，实质是“体育”与“医疗”
的融合，是新兴的体育、健康和
医学交叉结合的前沿学科。

提起运动康复，我国民众的
普遍认知大都停留在专业运动
员的运动康复治疗，或是老年人
中风后的康复。

“事实上，运动康复受益群
体不仅限于此。”中华中医药学
会运动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福
建省中医药学会运动医学分会
主任委员林忠华告诉记者，除治
疗专业运动员、运动爱好者因运
动造成的损伤外，运动康复针对
群体还包括自闭、肥胖儿童青少
年，女性产康、女性盆底肌康复
治疗以及更年期康复等，特别是
现在鼓励生育二孩、三孩的情况
下，运动康复医学可以为产后女
性提供多类型服务。此外老年
人在康复运动医学方面也会有
较多需求，因为未来老年人的诉
求不仅是疾病预防治疗，更多的
是希望正常运动和幸福生活，对
生活质量的关注度会更高。可
以说，运动康复针对的年龄层已
覆盖了人类的生命全周期。

都说“运动是良医”，在慢病
的干预控制上，运动康复开始不
断展现身姿。“运动康复不仅是
帮患者做做运动那么简单,它会
通过医疗级别的心肺功能评估
和骨骼肌系统的评估，让患者了
解自己身体的储备能力。此时
再制定专门的运动量来治疗疾
病和创伤，循序渐进地治疗，就
能帮患者恢复正常的运动能
力。”姜财说。

前不久，一次意外让丁大爷
大腿出现骨折，他慕名到省立医
院骨科接受手术治疗。

“伤筋动骨一百天”，按照老
百姓的传统观念，丁大爷本以为
术后的三个月，自己就要在床上
躺着过了。

让丁大爷意外的是，他发现
除骨科医生来为他制定手术方案
外，运动康复专家林忠华也同时
在场为他制定术前术后的运动康
复方案。

“传统观念提倡卧床静养，但
长时间卧床不仅会使肌肉萎缩、
僵硬，肌力、平衡力下降，还会造
成肺炎、血栓形成。加上现在人
们对生活的要求已经远不止于术
后把骨头完全接好，他们更看重

的是通过科学的康复恢复原有生
活。”林忠华说，“为了更详细、直
观了解患者患处的病症，从患者
入院到术后出院，我们都是全程
参与的，第一时间为患者量身定
做个体化康复计划。”

针对丁大爷的情况，术前林
忠华就指导卧床等待手术期间的
丁大爷进行肌肉收缩训练、呼吸
训练、吞咽训练。术后第2天，林
忠华又进病房，开启一对一的床
旁康复指导训练，让他进行远端
踝关节、趾关节的屈伸运动，改善
血供，促进骨端愈合，防止形成血
栓。后期还指导他进行坐、立位
的负重锻炼。一系列的运动康复
锻炼为丁大爷平稳过度正常行走
打下基础。术后六周，丁大爷正
常下地行走，这个恢复速度比他
预想的快了太多。

术后实现快速康复，离不开高
水平的手术技术，全程配合参与的
运动康复治疗自然也功不可没。

随着国务院46号文件明确提
出“大力发展运动医学和康复医
学以来，运动康复科室逐渐成了
院内供不应求的“香饽饽”。

以省立医院为例，越来越多
的科室医生向运动康复学科伸出
了合作的“橄榄枝”，目前由运动
康复医生参与联合查房的亚专业
科室就达7个。从患者入院就开
始介入，直到出院，甚至家庭指
导，都能看到运动康复医生全流
程参与的身影。

▲林忠华主任带领治疗师团
队指导住院老年患者在床边进行
简易运动康复训练，最大限度地保
存患者运动功能，助其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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