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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循证的肺癌术后患者运动康复科普作品的制作及初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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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基于循证方法制作肺癌术后患者运动康复科普作品并初步应用,探讨其效果。方法
 

通过患者质性访谈及前期研究明确

科普主题,总结肺癌术后患者运动康复的最佳证据,根据国际指南协作网的患者指南制订手册和患者健康教育材料评估工具,将科

普主题与最佳证据进行匹配,转化和完善后经外部评审小组评审形成科普作品。结果
 

形成科普主题6个。肺癌术后患者运动康复

最佳证据包含5个方面,共20条。证据匹配后,呈现形式包括科普手册与视频。经2轮外部评审,最终满分率为95.00%~
100%,变异系数为0~0.101。将科普作品初步应用于肺癌术后患者,患者使用满意度为93.75%。结论

 

基于循证的肺癌术后患

者运动康复科普作品的制作符合患者需求,可为有效指导患者术后康复提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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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educational
 

materials
 

on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for
 

postoperative
 

lung
 

cancer
 

patients
 

based
 

on
 

evi-
dence-based

 

methodology
 

and
 

to
 

explore
 

their
 

effectiveness
 

through
 

preliminary
 

application.Methods
 

The
 

educational
 

themes
 

were
 

determined
 

through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ith
 

patients
 

and
 

preliminary
 

research.The
 

best
 

evidence
 

for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after
 

lung
 

cancer
 

surgery
 

was
 

summarized,
 

and
 

a
 

manual
 

alongside
 

a
 

patient
 

health
 

education
 

materials
 

evaluation
 

tool
 

was
 

developed
 

based
 

on
 

G-I-N
 

PUBLIC
 

toolkit
 

provided
 

by
 

the
 

Guidelines
 

International
 

Network.The
 

educational
 

themes
 

were
 

matched
 

with
 

the
 

best
 

evidence,
 

refined,
 

and
 

evaluated
 

by
 

an
 

external
 

review
 

panel
 

to
 

finalize
 

the
 

educational
 

materials.Results
 

Six
 

educational
 

themes
 

were
 

established,
 

with
 

the
 

best
 

evidence
 

for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after
 

lung
 

cancer
 

surgery
 

covering
 

five
 

aspects
 

and
 

com-
prising

 

a
 

total
 

of
 

20
 

items.The
 

final
 

products
 

included
 

a
 

patient
 

education
 

manual
 

and
 

instructional
 

videos.After
 

two
 

rounds
 

of
 

ex-
ternal

 

evaluations,
 

the
 

full-score
 

rates
 

for
 

the
 

items
 

ranged
 

from
 

95.00%
 

to
 

100%,
 

with
 

a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0
 

to
 

0.101.The
 

educational
 

materials
 

were
 

preliminarily
 

applied
 

to
 

postoperative
 

lung
 

cancer
 

patients,
 

achieving
 

a
 

patient
 

satisfaction
 

rate
 

of
 

93.75%.Conclusion
 

The
 

production
 

of
 

evidence-based
 

educational
 

materials
 

on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for
 

postoperative
 

lung
 

cancer
 

patients
 

meets
 

patient
 

needs,
 

providing
 

a
 

new
 

pathway
 

for
 

effectively
 

guiding
 

patients
 

in
 

their
 

postoperative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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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均居全球各癌种首位,且
呈增长趋势。手术切除是肺癌的主要治疗方式,但术

后患者常面临肺功能下降、症状负担重等问题。运动

可改善患者肺功能,减轻症状负担,改善生活质量,对
康复有积极作用[1]。然而,多数患者缺乏运动主动

性,术后运动水平低,依从性差[2]。马俏俏等[3]分析

1
 

146例肺癌术后患者的体力活动水平,仅18.3%达

到高体力活动水平。研究指出,患者及照护者缺乏运

动相关知识是导致这一问题的关键原因[4]。通过有

效的健康教育可以增强其康复意识,提高运动水

平[5]。科普作为一种高效益的社会性教育,对提升患

者及照护者运动康复认知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多数

研究侧重于运动干预的方式和效果,针对患者的健康

科普资料相关研究尚未完全开展,部分资料仍缺乏循

证依据,存在科学性不足、内容不够全面、传播效果有

限等问题[6-7]。因此,本研究以循证方法学为指导,遵
循《2021年度科普中国创作指南》[8],制作肺癌术后

患者运动康复科普作品并初步应用,旨在为有效指导

患者术后康复提供新路径。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1 访谈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苏州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肺癌患者进行面对面半结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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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以明确患者最为关注的术后运动健康需求。纳

入标准:确诊为肺癌;年龄18~75岁;四肢肢体功能

无异常;语言沟通无障碍;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本研

究。排除标准:其他恶性肿瘤转移性肺癌;术后出现

严重并发症或功能不全;患有精神疾病。样本量以访

谈资料饱和、不再出现新主题为准。纳入患者17例,
年龄30~72(51.29±11.56)岁;男9例,女8例;肺叶

部分切除术10例,肺叶切除术7例;腺癌16例,鳞癌

1例;初中及以下学历12例,中专/高中3例,大专/本

科及以上2例;在职14例,退休3例;纳入患者既往

均无胸外科手术史,医疗费用均为医保支付。
1.1.2 调查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苏州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排

除标准同访谈患者。纳入患者50例,年龄21~75
(58.68±14.30)岁;男20例,女30例;肺叶部分切除

术27例,肺叶切除术23例;腺癌46例,鳞癌4例;初
中及以下学历33例,中专/高中12例,大专/本科及

以上5例;在职38例,退休12例;纳入患者既往均无

胸外科手术史;医保49例,自费1例。
1.2 方法

1.2.1 组建研究团队 组建科普作品制作团队,成
员共11名,包括健康科普编辑、健康科普插画师、运
动康复专家、康复治疗师和胸外科护士长各1名,胸
外科医生、胸外科骨干护士、经循证护理培训的护理

学研究生各2名;还邀请2例肺癌术后患者及其主要

照护者全程参与。本研究已通过苏州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2024]149)。
1.2.2 明确科普主题

1.2.2.1 访谈提纲 根据研究目的,结合本研究团

队前期利用互联网爬虫技术调查肺癌患者术后运动

需求与偏好[9],回顾相关文献及研究小组讨论结果确

定访谈提纲,内容包括:①您认为肺部手术后需要运

动吗? ②您认为运动对康复有什么影响? ③您想了

解运动康复知识的哪些方面? ④您一般通过哪些方

法获取运动康复知识? 在获取时,有哪些困难? ⑤对

于获取的运动康复知识存在哪些优缺点? ⑥关于运

动康复相关需求,您有哪些意见或建议?
1.2.2.2 资料收集与分析 以访谈对象方便为原

则,选择患者空闲时,根据其意愿选择患者接待室或

科室会议室,访谈时长15~30
 

min。征得患者同意

后,由2名研究者采用双录音笔同步录音并书面记录

(包括非语言信息),避免诱导性暗示。采用内容分析

法进行数据分析,将整理后的文字描述返回患者进行

核实求证,以确保结果真实可靠。经分析后得到肺癌

术后患者重点关注的问题包括运动的重要性与必要

性、运动前准备工作、运动方法、运动自我监测、运动

效果评价、运动注意事项6个主题。
1.2.3 最佳证据总结 利用PIPOST模式构建循证

问题。按照“6S”证据模型从上至下检索相关证据,检
索数据库包括 UpToDate、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指南

协作网、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等。采用主

题词和自由词结合的方式,同时追溯相关参考文献以

提高查全率。中文检索词:肺癌,肺肿瘤,非小细胞肺

癌,肺恶性肿瘤;手术,术后,术后护理;运动,体力活

动,术后运动,居家运动,肺康复;指南/共识,系统评

价,Meta分析。英文检索词:lung
 

cancer,non-small
 

cell
 

cancer,lung
 

neoplasms;exercise,exercise
 

thera-
py;postoperative

 

exercise,resistance
 

training,pos-
toperative

 

care;clinical
 

guidelines;consensus
 

state-
ments,meta

 

analysis,systematic
 

reviews。检索日期

为建库至2024年1月。由2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

并采用相应评价工具进行质量评价,最终纳入21篇

文献[10-30],其中指南4篇[10-13],证据总结3篇[14-16],专
家共识5篇[17-21],系统评价9篇[22-30]。由循证护理专

家小组对纳入证据的推荐意见进行归类和整合,最终

总结健康教育、运动前评估、运动计划、运动效果评

价、运动注意事项5个方面,20条证据。见表1。
1.2.4 证据转化,形成科普作品初稿 将6个科普

主题与20条最佳证据进行匹配,形成肺癌术后患者

运动康复科普细化主题,包括一级主题6个如运动康

复概述、运动前准备、运动方法、自我监测、效果评价

和注意事项,二级主题17个如基本概念、运动必要性

与重要性等,三级主题14个如运动类型、运动时间、
运动频率与运动强度等。以国际指南协作网的患者

指南制定手册[31]和患者健康教育材料评估工具(Pa-
tient

 

Education
 

Materials
 

Assessment
 

Tool,PE-
MAT)[32]为指导,从可理解性和可实施性两方面进行

证据转化。可理解性转化要求内容目的明确、简单清

晰、长度适中(可分层或分段描述)且呈现具有逻辑顺

序,应用视觉提示或辅助,图表需标明标题,用通俗易

懂语言解释专业术语,尽可能第一人称表达。可实施

性转化要求内容清晰描述患者(或照护者)所采取的

行动,措施分解为可操作、明确的步骤,可用图表呈

现,选择贴近患者的临床及生活实例,并对患者及照

护者多轮邀请,根据所提意见进行修改、完善。研究

团队将前期文本内容进行科普转化后制作科普手册,
基于患者需求,同时制作与手册配套的科普视频,保
持主题风格统一。采用Procreate

 

2024绘制手册并

排版设计、PowerPoint
 

2010与视频剪辑器制作视频。
证据转化过程中,循证护理专家负责方法学指导,护
理研究生负责设计、撰写并修改内容,临床医护专家

负责评估其可实施性。此外,邀请临床护士、患者及

照护者代表参与,与团队成员共同评估内容的可理解

性并提供建议。
1.2.5 外部评审

1.2.5.1 外部评审小组 由11名未参与前期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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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制作的成员组成外部评审小组,包括来自本院胸

外科的主任医师和护士长各1名,康复科主任医师、
主任治疗师和护士长各1名,有着丰富科普经验的胸

外科教学教师1名,高校运动康复教师1名,患者2
例及其主要照护者各1名。

表1 肺癌患者术后运动的最佳证据总结

类别 证据内容 证据等级

健康教育 1.健康宣教对肺癌患者很重要,教会患者如何做比鼓励去做更有效[10,19,30],家庭成员也应该 1
 接受健康教育[10,18,20]

2.运动对于肺癌术后患者总体是安全有效的[10-11,19],建议将运动作为肺癌患者术后康复的一 1
 部分[10-11,14,23-26]

3.运动可以改善肺癌术后患者的心肺功能[14-15,18,22-23,28]、增加6
 

min步行距离[11,19,23-24,27-28]、改 1
 善呼吸困难[17,19-20,24,30]、增加肌肉力量[15,17,19,21,24-26,30]、减少并发症[10,13-14,18,22,28,30]

4.在运动过程中,可以借助辅助工具如呼吸训练器、助行器、踏板煅炼器进行运动训练[17,19-20] 1
运动前评估 5.运动前由专业医疗人员评估患者健康状况、疾病状况、运动禁忌证、心肺功能、有无运动习 1

 惯等以评估运动的安全性[10,14-15,17,19],制订个性化运动建议[10,14-15,21,30]。如患者患有特殊

 疾病或合并症,应该适时调整运动计划确保安全[19]

运动计划 时机:

6.术后应尽早恢复锻炼[13,18,27],建议术后24
 

h内即开始[12,16,22],持续时间不少于8周[19,27] 1
类型:

7.理想状态下,运动方案应包括有氧运动、抗阻运动、呼吸运动、其中有氧运动是核心组成部 1
 分[10,14-15,25,28-29]

8.有氧运动训练可包括步行、慢跑、爬楼梯、骑自行车、跳舞、游泳等训练[14,19,21];抗阻训练可 4
 包括自由负重、弹力带拉伸等训练[19,21];呼吸运动训练可包括缩唇呼吸、深呼吸、有效咳嗽、

 吹气球、阻力呼吸器等训练[16-18,20]

9.传统的运动方式太极拳、八段锦等也值得推荐给患者[14] 1
频率与时间:

10.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
 

min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至少75
 

min的高强度有氧运动[10,15,21] 1
11.建议每周2~3次的抗阻运动训练和每周3~5次、每次20~60

 

min高强度有氧运动[19,21,23] 2
12.呼吸运动频率由3~5

 

min/次,酌情至20~30
 

min/次,2~4次/d[14] 2
强度:

13.运动强度为60%~70%的最大负荷[14,19,23],60%~100%的峰值耗氧量(VO2peak)
[14],以 3

 患者身体能承受的负荷进行,并逐步提高运动强度[14]

14.主观运动强度为参与者凭借运动时的自身感觉(心跳、呼吸、排汗、肌肉疲劳等)来估计[14]。 3
 主观评价指标主要采用Borg呼吸困难评分法与主观感觉运动负荷评分法(Rating

 

of
 

Per-
 ceived

 

Exertion,RPE),运动强度范围为Borg
 

3~6,RPE
 

11~16[14,19,24]

运动效果评价 15.6
 

min步行试验是国际公认指标[14,19,22,24-26],肺功能检查是重要评价指标[11,14,17-19,22,24-26,28] 1
16.VO2peak是评价健康受试者心肺功能的“金标准”[14,23] 2
17.主观方法(问卷、日记)已经被用于量化身体活动的持续时间、频率和强度[19] 2
18.此外,生活质量[10-11,15,19,22-24,27]、呼吸困难[17,19-20,24,30]、心理情绪[11,23-24,30]、术后肺部并发 1
 症[12-14,17-18,22,30]也是常用的评价指标

运动注意事项 19.建议运动前后进行至少5
 

min的热身或放松训练[14,24,29] 1
20.医院内训练结合居家康复更有效[10,19,22];远程医疗可考虑被纳入术后运动康复中[10,19],进 1
 行有监督的训练可以提高依从性[11,14,19]

1.2.5.2 评审内容和方法 根据《中国健康科普作

品创作与传播专家共识(2018)》[33]中科普创作6大

原则设计评审项目、制订评审表。第1部分介绍科普

主题(背景、目的);第2部分为肺癌术后患者运动康

复作品的细化主题;第3部分为科普手册和科普视频

评分表,从科学性、针对性、原创性、艺术性、人文性与

传播性6个部分,按照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不

同意”到“非常同意”计1~5分,并设有意见与建议

栏。外部评审分2轮进行,间隔2周时间。研究团队

在每轮评审后及时整理、分析和讨论反馈意见并进行

修改,最终评审小组成员意见达成一致。
1.2.5.3 外部评审结果 11名成员均完成2轮评

审。第1轮评审满分率81.00%~92.00%、变异系数

0~0.191。共提出6条修改意见:①“呼吸运动”部分

补充图片以规范呼吸运动方式;②补充“运动方法”中
各种类型的运动视频;③详细描述“6

 

min步行试验”
的测试方法;④在录制视频时,建议增加苏州话版本

便于资料的传播;⑤增加“患者运动中出现不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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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措施”内容;⑥考虑到文字较多及患者认知能力

有限,建议增加顺口溜,帮助患者更好地理解和执行。
第2轮评审满分率95.00%~100%、变异系数0~
0.101,结果显示作品美观,适合患者观看,提出因“癌
症”字眼敏感,建议将“肺癌手术”修改为“肺部手术”;
研究团队经讨论后均予以采纳。
1.2.6 科普手册及视频应用 由研究小组成员在肺

癌患者入院当日发放纸质版科普手册,邀请家属参

与,在病区示教室观看科普视频2~3遍,帮助其初步

了解运动康复,同时发送视频二维码,便于患者及家

属自主学习;采用回馈教学法,术前1
 

d指导患者学

习运动康复的具体方法;术后每日督促患者进行运

动,根据其掌握程度进一步指导;出院后,每周进行

2~3次电话随访,提醒患者依据手册及视频内容进

行运动康复,并解答居家运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直
至术后4周。
1.3 评价及统计学方法 小组成员在发放手册4周

后患者复查时进行科普手册使用的满意度调查。自

行设计科普手册与视频使用满意度调查问卷,包括手

册内容、视频内容、手册设计、视频设计和整体评价5
个维度,每个维度3个条目,共15个条目,采用Li-
kert

 

5级评分法,1分表示非常不满意,5分表示非常

满意。总分0~75分,每个条目≥3分且总分≥60分

为满意。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肺癌术后患者运动科普作品终稿 经过外部小

组评审、研究小组讨论、修改、完善后形成肺癌术后患

者运动康复科普作品终稿,包括肺癌术后患者运动康

复科普手册和科普视频(二维码见附件)。手册包括

运动康复概述(什么是肺部手术,什么是运动康复)、
运动前准备(运动前做什么准备)、运动方法(有氧运

动、阻抗运动、呼吸运动、其他运动)、运动自我监测

(安全性监测、运动停止、有效性监测)、效果评价(6
分钟步行试验、肺功能检查)及运动注意事项(运动后

放松、不适症状应对)6个一级主题、14个二级主题。
视频内容与手册主题一致,并增加相关动作演示。
2.2 使用满意度调查 共发放患者问卷50份,回收

48份,有效回收率96.00%。问 卷 总 分(70.02±
2.67)分,各维度得分为手册内容(13.46±0.92)分、
视频内容(14.06±1.12)分、手册设计(14.17±1.04)
分、视频设计(13.92±1.01)分、整体评价(14.42±
0.92)分。使用满意率为93.75%。

3 讨论

3.1 基于循证的肺癌术后患者运动康复科普作品符

合患者术后康复的基本需求 许多患者受“大病静

养”等传统观念影响,对术后早期活动出现恐惧心理。
访谈中发现,患者仍有大量需求如渴望系统化康复方

案、应对疾病的最佳方式得不到满足等。这与 Lee

等[34]研究一致。虽然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肺癌患

者术后运动管理,但大多从基础理论出发,忽略患者

本身对疾病的需求与看法[4,9]。本研究通过前期文献

分析和质性访谈明确科普主题,利用最佳证据总结与

其相匹配后形成肺癌术后患者运动康复科普内容。
根据指南推荐的“适宜性、临床意义、准确性”对内容

进行细化,确保科普内容与指南推荐意见的一致性。
如患者在访谈中表示不了解评价标准,运动过程不能

有效监测,运动效果无法及时反馈。证据15~18描

述了运动效果评价,在转化时分为运动自我监测和运

动效果评价两部分进行阐述: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

进行自我监测;从主观评价如运动日志和客观评价如

6
 

min步行试验、肺功能检查等方面将证据传递给患

者。同时,本研究将运动计划按照运动时间、频率、类
型、强度进行细化,便于医护人员进行运动康复宣教,
也为患者实施精准运动方案提供理论依据。杜可

林[35]研究指出,在健康科普传播中应充分考虑不同

群体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的科普内容。
因此,本研究在科普主题确定、形成健康科普初稿、外
部评审环节及满意度调查均有患者及其家庭成员的

参与,确保内容更贴合患者需求。
3.2 肺癌患者术后运动康复科普作品患者接受度较

高 公众对科普作品的理解及接受程度影响着患者

获取知识的积极性与科普效果[36]。本研究制作的科

普作品在内容、设计及表达方式等方面均充分考虑患

者的知识水平、健康需求和接受程度。在内容上,避
免使用过多医学术语,采用PEAMT工具为指导以确

保科普内容的可理解性和可实施性。如将腹式缩唇

呼吸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描述:“闭嘴经鼻深吸气,吸气

时腹部鼓起,口唇要缩成口哨状,缓慢呼气,呼气时腹

部回缩,注意整个过程呼气时间为吸气时间的2~3
倍”,并配以图片,保证内容的易懂性和实用性。同

时,将晦涩难懂的专业知识采用顺口溜形式传达给患

者,既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还有利于作品的传播与

推广,具有较强的用户接受度。在作品设计上,采用

配音、视频等信息可视化方式,将抽象的医学知识以

更直观、形象的方式呈现。考虑地方语言特色,视频

设计时采纳患者建议,增加苏州方言版本视频,同时

提供普通话版本的科普视频,双语言形式使得患者更

易接受。同时,在总体内容中,考虑到“癌症”一词的

敏感性,本研究将“肺癌术后”改为更为中性的表述

“肺部手术后”。使用满意度调查显示患者满意率较

高:手册内容清晰易懂,设计简洁美观,便于携带和阅

读;视频内容形象生动,设计合理,配音清晰,直观展

示的康复动作不仅方便学习和模仿,还能够满足不同

文化水平患者的需求。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多学科团队的合作,基于循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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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严谨的设计与创作,并结合患者及家属的反馈,
最终形成科学、系统的肺癌术后运动康复科普作品。
本研究尊重原创,所有素材均自行拍摄。本研究仅在

苏州市开展,可能会因地域局限性而出现患者的运动

需求偏倚,建议今后开展大样本、多中心的调查使得

研究更为全面。目前,仅进行手册和视频的推广,今
后期望借助互联网平台,以实现与患者线上互动,进
一步推广并优化本科普作品。

附件:肺癌术后患者运动康复科普手

册和科普视频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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