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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v凡是有生命的生物体均需要活动且都具有与生
俱来的活动能力。动物通过四处活动寻觅食物，
植物通过根系活动吸收水分，人类通过吃喝拉
撒等活动满足人体基本的生理需要；通过身体
活动维持呼吸.循环.消化.排泄及骨骼肌肉的排

泄功能；通过思维活动保障人类意识和智力的
发展，防止大脑功能的退化；通过学习.工作活

动满足人们自我实现的需要。活动对促进人体
的身心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护理
人员除要帮助病人很好的休息外，还要根据病
人的身心需要，指导并协助病人进行适当的活
动，预防并发症的发生，促进早日身体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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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受限即制动指身体的
活动力或任何一部分的活
动由于某些原因而受到限
制。对病人而言，由于身
体疾病带来的疼痛不适或
运动.神经系统的完整性被

破坏，均会影响正常的活
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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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受限的常见原因
1.疼痛  许多疾病引起的疼痛会限制病人的活动，如类风湿关节炎病人，手术病

人

 2.运动神经功能受损  会造成病人暂时性甚至永久性的运动功能障碍，如脑中风
.脊髓损伤.肌肉萎缩.重症肌无力病人。

  3.身体障碍  肢体的先天畸形或其他疾病如失明等。

  4.损伤  肌肉.骨骼.关节的器质性损伤，如扭伤.挫伤.骨折等。

  5.精神心理因素  极度忧郁或某些精神病病人，如抑郁性精神分裂症病人.木僵

病人。

  6.某些医护措施的执行  有时因疾病治疗的需要而采取的某些医护措施也会使

病人活动受限，如骨折病人进行牵引和使用石膏绷带，躁动病人使用约束带，
急性心肌梗死病人要求绝对卧床休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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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受限对机体的影响
 1.对皮肤的影响

    长期卧床不活动的病人，因身体局部组织                           

  受压过重或过久，导致皮肤受损而形成压疮。

 2.对运动系统的影响

    机体骨骼.肌肉组织长期不活动，会使肌肉组织张

力下降，从而导致全身软弱无力，腰背痛，肌肉无

力或萎缩，关节僵硬或挛缩，骨质疏松，手足下垂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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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可造成体位性低血压和深静脉血栓的形成。

4.对呼吸系统的影响

  长期卧床不动，会导致坠积性肺炎和二氧化

碳潴留两大并发症。

5.对消化系统的影响

  由于活动量减少及疾病的消耗，病人往往会
出现食欲减退.厌食等纤维素和水分摄入量减

少，使胃肠道蠕动减慢，从而造成便秘，严
重时出现粪便嵌塞，导致排便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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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泌尿系统的影响

    易造成排尿困难.尿液潴留.尿道结石.泌尿系统

感染等，主要是由于排尿姿势的改变，病人不
习惯卧位排便。

7对社会心理方面的影响

    长期卧床，会给病人产生情感.行为.应对方面
的变化，病人往往会出现恐惧.焦虑.抑郁.愤怒.

自尊的改变，挫折感等，这些变化在曾经是健
康的,突然因意外事故而部分或完全丧失活动能

力的病人身上表现的更为强烈。病人与外界联
系减少，造成信息交流障碍，病人会出现单纯
被动的接受他人照顾，缺乏积极主动活动的热
情，与人沟通障碍，甚至自我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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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活动的评估
      适当的活动可以防止并发症发生，促进身体早日痊愈。因此护理

人员应收集有关病人活动的资料，正确评估病人的身体状况及影响
活动的因素，制定相应的活动计划。

        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病人的一般资料

        包括年龄.性别.体重.职业等。年龄是决定机体对活动的
需要及耐受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婴儿活动以学习爬.坐
.走及双手握力为主；儿童.青少年可进行奔跑.跳跃等剧烈
运动；老年人则选择户外散步.打太极等节奏缓慢的运动。
此外，性别.体重.职业等因素也使运动方式及运动强度产

生区别。通常女性所做运动不如男性激烈，体重过于肥胖
的人不愿多运动，运动员.体力劳动者比从事办公室职业的

人活动量多，活动强度大。
       

8专业医学材料



（二）心肺功能状态

       心肺功能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活动的能力。活动

使机体对氧的需求量增加，机体会出现代偿性呼
吸.心率加快，造成呼吸循环系统负荷加重。不适

当的活动可加重原有的心肺疾病，甚至导致心跳
骤停。因此活动前应准确评估脉搏.呼吸.血压等指

标，及时调整活动量。

    （三）关节功能状态

       通过主动运动和被动运动，观察关节的活动范
围是否受限制，有无关节变形.僵硬，活动时关节

有否响声或疼痛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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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骨骼肌肉状态

       健康的骨骼组织和良好的肌力是保证机体活

动的重要条件。根据机体收缩特定肌肉群的能
力来评估肌力，一般将肌力分为6级：

     0级  完全瘫痪，肌力完全丧失

     1级  可见肌肉轻微收缩但无肢体运动

     2级  肢体可移动位置但不能抬起

     3级  肢体可抬离床面但不能对抗阻力

     4级  能作对抗阻力的运动，但肌力减弱

     5级  肌力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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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体活动能力

      通过观察病人日常活动完成情况，如行走.穿衣
.洗漱.入厕等，评估病人的活动能力。

    通过机体的活动功能分为5度

   0度  完全能独立，可自由活动

   1度  需要使用设备和器械，如拐杖.轮椅等

   2度  需要他人的帮助.监护和教育

   3度  需要他人的帮助，又需要 设备和器械

   4度  完全不能独立，不能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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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会心理状况

      不良的心理状态和狭小的社交空间会影响活
动的完成及个人活动的范围。因此，护士要评估
病人的心理状况是否良好，社会支持系统是否广
泛。心境开朗.性格外向的人善于社交，喜爱户

外活动，对治疗疾病充满信心，会很好的完成各
项活动；相反心情压抑.情绪低落的人，对活动
缺乏热情.兴趣，甚至产生厌倦或恐惧心理，则

会严重影响活动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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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活动的指导   

         护理人员应根据病人的不同年龄.身心发育特

点和疾病的具体情况，指导并协助病人适当的活
动，以促使病人早日康复。

  （一）选择合适的卧位

         护士应协助病人采取舒适.稳定的卧位，尽可

能使全身放松，同时注意将各关节处于功能位，
在颈部和腰部垫软枕，以支托.保护颈部和腰部，

若病情许可，应经常变换体位，练习脊柱活动，
保持脊柱的正常生理弯曲和和各关节的最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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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止压疮的形成

      护士应定时为病人翻身，鼓励和协助病人经

常更换卧位，活动和按摩受压部位，促进局部
血液循环，预防压疮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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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疮的好发部位
 多发生于长期受压及缺乏脂肪

  组织保护、无肌肉包裹或肌层

  较薄的骨隆突处

• 卧位不同，受压点不同，好发

  部位亦不同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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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疮的好发部位
v 1.仰卧位时  枕骨粗隆.肩胛骨.肘部.骶尾部.足跟处，尤其好

发于骶尾部

v 2.侧卧位时  耳廓.肩峰.髋部.膝关节内外侧.内外踝

v 3.俯卧位时  颧骨.下颌骨.肩峰.肋缘突出部。髂前上棘.膝前
部.足趾

v 4.坐卧位时  坐骨结节.肩胛骨.足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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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疮的预防

v由于长期卧床，身体的重量长期压
迫某处组织，使该处的皮肤，皮下
组织长期得不到动脉血液的供给，
而导致组织缺血，肿胀，破溃，坏
死等一系列变化，医学上就称为压
疮。

v护士在工作中要做到“六勤”：勤
观察.勤翻身.勤按摩.勤擦洗.勤更换.

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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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卧床病人要经常翻身，以减
轻局部组织的受压；对于不
能自己翻身的病人，要协助
其定时翻身，以预防压疮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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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帮助患者翻身

v        长期卧床的病人，局部组织
受压过久，引起血液循环障碍，
极易合并压疮。因此，应定时翻
身，按摩受压部位。这样，既能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病人也感到
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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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帮助患者翻身
v翻身时，病人双手交叉入于胸腹部，两
腿屈曲，护理者的双手分别托住病人对
侧的肩部和臀部，使其转向面对护理者
的一侧。然后，护理者双手托起病人的
肩部和臀部推向背对护理者一侧。待病
人感到舒适后，在背垫一软枕，双膝间
放一软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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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帮助患者翻身

v操作中，注意保暖，以防受凉。
动作要轻，避免拖拉而损伤皮肤。
检查病人皮肤受压情况，用50%

酒精或红花油按摩骨突出处，如
肩胛骨、肘部、尾骨部、脚踝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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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要保持床铺的平整、
松软，床单的干燥，
皮肤的清洁，最好
能够每天用温水擦
浴局部组织，使局
部皮肤血液运输能
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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