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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該接受肺復原運動訓練? 

前言 

當我接受適當的藥物療之後，如果依然活動喘與生活品質不佳，我該不該接受肺復原運動訓練? 

適用對象/適用狀況 

呼吸道疾病、肺纖維化與癌症疾病患者，常常有活動喘、體適能不佳、健康相關生活品質不佳的

狀況，這些患者在接受藥物治療後，若是情況未有明顯改善，此時便應該介入肺復原運動訓練。 

疾病或健康議題簡介 

    呼吸道疾病(慢性肺阻塞、氣喘、支氣管擴張症)和肺纖維化是一個全球性的健康問題，患病

率正在上升，其主要症狀包括咳嗽或痰液過多和呼吸急促等。患有呼吸道疾病的人通常有運動不

耐受和與健康相關的生活質量差，這些患者經常遇到身體活動困難的症狀，進一步誘發焦慮與憂

鬱，使患者害怕身體活動。然而，身體活動減少，肌肉失能會惡化，進一步降低患者的運動能力

並增加呼吸困難。 

    癌症患者因為癌症本身或其治療(手術治療、化學治療、放射治療)導致的心理和生理上的不

良影響，這些狀況會導致他們的體適能變差，健康相關生活品質也變差，有些患者甚至因為體能

衰退太過嚴重，導致治療癌症相關的處置如手術、化療與電療必須暫停，甚至因為體能狀況太

差，引起感染發生，導致重症與死亡，有此可知，提升患者的體能狀況至關重要。 

    對於呼吸道疾病和肺纖維化患者，已有許多文獻指出，慢性病患給予運動訓練，可以改善其

體力狀況、減少呼吸喘症狀、減少焦慮與憂鬱症狀、增加日常活動、改善健康相關生活品質，急

性發作之後的及時運動訓練，可以改善病患狀況、減少再次發作與在住院機率，甚至有研究表

示，可以肺復原運動訓練可以增加存活。 

    對於癌症病者，需要接受進一步開刀、化療和放療等常規治療的患者，運動訓練可以維持其

體能，使他們可以順利接受癌症治療，在癌症化療和放療期間同時給予運動訓練，可以改善其體

能與生活品質，幫助其接受完整癌症治療；對於接受完開刀、化療和放療治療而導致體能下降的

患者，在癌症治療之後給予運動訓練，也可以協助其提升體能與生活品質。因此，運動訓練被認

為可以改善體能、降低焦慮、減低復發機率、增加存活時間。 

醫療選項簡介 

    台北慈濟醫院胸腔科以整合型運動心肺功能檢查結合 FITT 運動訓練模式，設計”個人化運

動處方簽”，給予病患安全又有效的運動訓練。病患在運動訓練前，先接受整合型運動心肺功能

檢查與生活品質問卷，由這個檢查可以了解病患的運動體適能、心臟呼吸功能與日常生活品質，

在依照病患生理狀況設計運動處方簽，給予每週做二次運動訓練，訓練強度在最大體適能 60-

100%，運動時間是 40-50 分鐘，訓練療程是 2-3 個月，訓練類型是下肢訓練或是上下肢訓練，

加上呼吸運動訓練(橫膈呼吸訓練與圓嘴呼吸)，視病患情況給予負壓呼吸擴張、拍痰背心(高頻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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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顫動背心)、振盪式呼氣正壓器(Aerobika)等等，在給予 2-3 個月的運動訓練後，我們會再次追

蹤整合型運動心肺功能檢查與生活品質問卷，以了解運動訓練後的進步狀況。 

您目前比較想要選擇的方式是： 

□ 接受肺復原運動訓練 

□ 不接受肺復原運動訓練 

□ 目前還不清楚 

請透過以下四個步驟來幫助您做決定 

步驟一、選項的比較 

選項 

特性 
接受肺復原運動訓練 無接受肺復原運動訓練 

檢查效果 藉由整合型運動心肺功能檢

查與生活品質問卷了解體能

與生活品質現況，量身訂做

的個人化運動處方。 

不了解自身體力狀況與健康相關生活

品質狀況。 

運動訓練的效果 可改善體力狀況、減少呼吸

喘、減少焦慮與憂鬱、增加

日常活動、改善健康相關生

活品質，甚至有研究表示可

以增加存活。 

體力狀況、呼吸喘、焦慮與憂鬱症

狀、日常活動、健康相關生活品質可

能逐漸下降。 

運動訓練的風險 一般運動的風險是疲勞、心

律不整、運動時的缺氧，台

北慈濟醫院結合整合型運動

心肺功能檢查了解病患體能

與心肺功能，給予最適合的

運動訓練，安全有效，十多

年來的運動訓練並未發生嚴

重併發症。 

沒有運動本身的風險，但因為沒有運

動訓練，可能導致體能逐漸下降。 

訓練期間的費用花費 台北慈濟醫院以健保方式執

行運動訓練，不會增加額外

自費費用。 

不會增加額外自費費用。 



 

    台北慈濟醫院-胸腔內科                                         醫病共享決策輔助表 

3 
 

訓練期間的時間花費 每周必須來醫院進行兩次的

運動訓練，花費較多的時間

來醫院。 

不必花時間來醫院訓練。 

運動訓練以外的好處 藉由每次運動訓練的衛教，

可以了解疾病的自我控制必

須注意的事項。 

對於疾病的自我控制可能不夠了解。 

 

步驟二、您對於醫療方式的考量 

請用圈選方式表達您對問題的在意程度：0 分代表對您完全不在意，5 分代表對您非常在意。 

  

考量項目 
完全 

不在意 

在意程度

 

非常  

在意 

擔心運動訓練的效果好不好 0 1 2 3 4 5 

擔心運動訓練的風險 0 1 2 3 4 5 

擔心必須多花時間來做運動訓練 0 1 2 3 4 5 

擔心必須多人力來做運動訓練(需家人陪同) 0 1 2 3 4 5 

擔心自己的體力無法負荷運動訓練 0 1 2 3 4 5 
 

步驟三、對於上面提供的資訊，您是否已經了解呢？ 

1. 很多疾病的進展會導致體能惡化 □對 □不對 □不確定 

2. 很多疾病的進展會導致生活品質惡化 □對 □不對 □不確定 

3. 肺復原可以改善我的體適能 □對 □不對 □不確定 

4. 肺復原可以改善我的生活品質 □對 □不對 □不確定 

5. 台北慈濟肺復原必須一周來院訓練兩次 □對 □不對 □不確定 

步驟四、您現在確認好醫療方式了嗎？ 

□我已經確認好想要的治療方式，我決定選擇：（下列擇一） 

 □ 接受肺復原運動訓練 

 □ 不接受肺復原運動訓練 

□我目前還無法決定                                        

 □我想要再與我的主治醫師討論我的決定。 

 □我想要再與其他人（包含配偶、家人、朋友或第二意見提供者…）討論我的決定。 

 □對於以上治療方式，我想要再瞭解更多，我的問題有： 

                                           
                                           

瞭解更多資訊及資源：  

健肺氧身 臺北慈濟醫院心肺復原室 (https://www.tcnews.com.tw/medicine/item/22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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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也可以運動復健？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508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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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以上評估後，您可以列印及攜帶此份結果與您的主治醫師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