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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主要包括压力性尿失禁、盆腔

器官脱垂、性功能障碍、慢性盆腔痛等，严重影响女性

生活质量。康复护理作为PFD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
恢复盆底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1��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康复护理

1.1  盆底肌训练
盆底肌训练是PFD康复护理的基础，主要包括凯格尔

运动、腹式呼吸等。通过主动训练，增强盆底肌肉的力

量和收缩能力，预防和治疗盆底失禁等问题。

1.1.1  凯格尔运动
在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康复护理中，盆底肌训练

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凯格尔运动作为一种经

典且有效的训练方法，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实践中。凯

格尔运动的核心在于通过主动收缩和放松盆底肌肉，以

达到增强肌肉力量、改善肌肉协调性的目的。这一运动

并非盲目进行，而是需要患者在专业指导下，首先掌握

正确的盆底肌识别方法。这通常包括通过触觉或视觉辅

助手段，帮助患者准确找到盆底肌群的位置，并学会如

何有效地进行收缩和放松。在掌握正确方法后，持之以

恒、循序渐进地进行训练是凯格尔运动成功的关键。每

次训练应持续15-30分钟，确保肌肉得到充分的锻炼和刺
激。同时，每日进行2-3次训练，可以确保训练效果的累
积和巩固。这种持续性的训练不仅能够提升盆底肌肉的

功能，还能够改善盆底肌肉的血液循环，促进肌肉组织

的修复和再生。值得注意的是，凯格尔运动并非一蹴而

就的过程，而是需要患者长期坚持和不断努力的成果。

在训练过程中，患者应保持积极的心态和耐心，根据自

身的实际情况调整训练强度和时间，避免过度训练导致

的肌肉疲劳或损伤。

1.1.2  腹式呼吸
在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康复护理中，腹式呼吸作

为一种辅助训练手段，与盆底肌训练相辅相成，共同促

进患者的康复进程。腹式呼吸通过深呼吸时腹部肌肉的

收缩与放松，增加腹压，从而间接地促进盆底肌肉的活

动，增强其收缩力和协调性。进行腹式呼吸时，患者需

采取舒适的姿势，如平躺或坐立，全身放松。在专业指

导下，患者开始缓慢而深长地吸气，此时腹部应随着吸

气逐渐隆起，感受气息深入腹腔。随后，缓慢呼气，腹

部随之回缩。这一过程中，患者应保持呼吸节奏平稳，

避免急促或憋气。将腹式呼吸与盆底肌训练相结合，能

够产生更好的康复效果。在盆底肌收缩时，配合腹式呼

吸的吸气动作，可以增加盆底肌的收缩力度；而在盆底

肌放松时，配合呼气动作，则有助于肌肉的充分放松[1]。

这种协同作用不仅提高了盆底肌训练的效果，还促进了

腹部与盆底肌肉之间的协调性，有助于全面提升患者的

盆底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腹式呼吸虽好，但并非人人

适用。对于某些存在腹部手术史或呼吸系统疾病的患

者，应在专业医生或康复师的评估下进行。同时，腹式

呼吸的训练也需循序渐进，避免过度用力或呼吸过频导

致的不适。

1.2  电刺激疗法
在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康复治疗中，电刺激疗法

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提升盆底肌肉功能的重要手段。

该疗法通过精准地施加电流刺激，直接作用于盆底肌

肉，促进其收缩和神经传导功能的恢复。治疗时，患者

需在专业医疗人员的指导下，将特制的电极轻柔地放入

阴道内。这些电极设计精巧，能够确保电流精准地作用

于盆底肌肉群，而不会对周围组织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随后，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盆底肌肉的状况，医疗人

员会精心调节电刺激的强度，以确保治疗既安全又有

效。电刺激疗法的治疗周期通常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而

定，但一般而言，每次治疗持续20-30分钟，每周进行
2-3次。这样的治疗频率和时长，既能够确保盆底肌肉得
到充分的刺激和锻炼，又不会因过度治疗而导致肌肉疲

劳或损伤。在治疗过程中，患者会感受到盆底肌肉在电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康复护理与效果评价

高梦宙
山西医科大学附属运城市中心医院 山西 运城 044000

摘 要：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Pelvic Floor Dysfunction, PFD））是一组由于盆底支持结构缺陷、薄弱、损伤及功
能障碍引起的疾患。本文旨在探讨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康复护理方法及其效果评价，以期为临床护理提供指导。

关键词：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康复护理；效果评价



临床医学前沿·2025� 第7卷� 第1期

147

流的刺激下产生有节奏的收缩和放松，这种感觉既舒适

又有效。随着治疗的深入，患者会逐渐发现盆底肌肉的

力量和协调性得到显著提升，盆底功能障碍的症状也会

得到明显缓解[2]。值得注意的是，电刺激疗法虽然效果显

著，但并非适用于所有患者。在治疗前，患者需进行全

面的评估，确保没有禁忌症，并在专业医疗人员的指导

下进行。同时，治疗过程中应密切关注患者的反应和病

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以确保治疗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

1.3  生物反馈疗法
在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康复治疗中，生物反馈疗

法以其独特的互动性和个性化特点，为患者提供了一种

全新的康复体验。该疗法通过精密的探头，实时检测

盆底肌肉的电信号活动，这一过程如同为患者的盆底肌

肉安装了一个“监测器”，能够精准捕捉肌肉的每一次

微妙变化。这些检测到的电信号随后被转化为患者易于

理解的可视或可听信号，如屏幕上的波形变化、灯光闪

烁或特定的声音提示。这些反馈信号如同患者的“私人

教练”，指导他们进行精确的盆底肌训练。患者通过观

察和聆听这些信号，能够直观地了解自己的盆底肌肉状

态，包括肌肉的收缩强度、持续时间和协调性。在生物

反馈疗法的引导下，患者逐渐学会自主控制盆底肌肉的

收缩和舒张。他们开始能够有意识地调整肌肉的紧张程

度，增强肌肉的收缩力，并改善肌肉的协调性。这种自

主控制的能力对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康复至关重

要，它能够帮助患者重建盆底肌肉的正常功能，缓解相

关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反馈疗法

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需要患者和医疗人员共同努

力，通过多次治疗逐渐建立和提高患者的自主控制能

力。同时，该疗法也强调个性化治疗，根据患者的具体

情况和康复需求，定制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以确保最佳

的治疗效果。

1.4  生活习惯调整
在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康复护理中，生活习惯的

调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治疗过程的必要

补充，更是预防疾病复发、巩固康复效果的关键所在。

患者需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着手，通过一系列科学、

合理的习惯调整，为盆底肌肉的康复创造有利环境。首

先，患者应避免用力过度，尤其是在进行重体力劳动或

剧烈运动时。过度的用力可能导致盆底肌肉承受过大的

压力，进而加剧损伤。因此，患者应学会合理分配体

力，避免长时间进行高强度活动，同时在活动时注意正

确的姿势和用力方式，以减轻盆底肌肉的负担。其次，

憋尿是一个对盆底肌肉极为不利的习惯。长时间憋尿会

使膀胱过度充盈，增加对盆底肌肉的压迫，导致肌肉功

能受损。因此，患者应保持规律排尿，避免长时间憋

尿，以减少对盆底肌肉的损伤。建议患者在感到尿意时

及时排尿，并尽量保持排尿的顺畅和完全，避免残留尿

液对膀胱和盆底肌肉造成不必要的刺激。此外，保持规

律的生活作息也对盆底肌肉的康复至关重要。患者应保

证充足的睡眠时间，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以保持身体

的整体健康和免疫力。同时，合理的饮食安排也不容忽

视，患者应摄入充足的营养，特别是富含蛋白质和维生

素的食物，以促进盆底肌肉的修复和再生。

2��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康复护理的效果评价

2.1  主观评定
在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康复护理的效果评价中，主

观评定作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

评定方式主要通过精心设计的问卷调查或深入细致的

面对面访谈，直接获取患者对于治疗效果的自我感受与

评价，从而为康复效果的量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问卷

调查通常涵盖多个维度，包括但不限于尿失禁症状的改

善情况、性生活质量的提升程度以及盆底肌肉紧张程度

的缓解等。这些问题设计科学、全面，旨在全面反映患

者在接受康复护理后的身心变化。患者根据自己的实际

体验，对问卷中的各项内容进行打分或选择，从而形成

一个直观、量化的评价结果。面对面访谈则更加注重与

患者的深度沟通。在访谈过程中了解他们接受治疗后的

真实感受，包括症状改善的具体表现、生活中的实际变

化以及对于康复效果的总体评价。这种一对一的交流方

式，不仅能够帮助专业人员更加准确地把握患者的康复

状况，还能够为患者提供一个表达自我、释放情绪的平

台。患者的自我感受是评定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

它直接反映了康复护理对于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程度[3]。

通过主观评定，我们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患者的

康复进程，为后续的治疗和护理提供有力的依据。同

时，这种评定方式也能够激发患者的参与感和主动性，

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康复过程中，从而形成良好

的康复循环。

2.2  客观评定
2.2.1  盆底肌肉力量测定
在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康复护理的效果评价中，盆

底肌肉力量的测定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客观评定指标。它

不仅能够直接反映康复护理对于盆底肌肉功能的改善程

度，还能够为后续的治疗和护理提供科学的依据。盆底

肌肉力量的测定方法多种多样，其中手指压迫、电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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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测力仪是较为常用的几种。手指压迫法通过专业人

员的手指对盆底肌肉进行适度的压迫，感受肌肉的收缩

力度和紧张程度，从而初步判断肌肉的力量状况。这种

方法简便易行，但受限于评估者的主观经验，可能存在

一定的误差。电刺激法则利用电流刺激盆底肌肉，通过

记录肌肉在刺激下的反应来评估其力量。这种方法具有

较高的客观性和精确性，能够精确地测量肌肉的收缩力

和疲劳恢复能力等指标。然而，电刺激可能给患者带来

一定的不适感，需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测力仪

则是一种更为先进的评估工具，它能够直接测量盆底肌

肉在特定条件下的力量输出[4]。通过设定不同的测试参

数，如收缩速度、持续时间等，测力仪能够全面地评估

盆底肌肉的力量特性，为康复效果的量化提供有力的支

持。在盆底肌肉力量测定的过程中，评估者会综合考虑

患者的年龄、性别、病情等因素，选择最合适的测定方

法，并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通过对比治疗前后的测

定结果，可以直观地反映康复护理对于盆底肌肉力量的

改善程度，从而判断康复效果的好坏。这种科学、客观

的评定方式，为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康复护理提供了

有力的保障。

2.2.2  尿流动力学检查
在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康复护理中，尿流动力学

检查作为一项重要的客观评定手段，对于评估治疗效

果、指导后续治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尿

失禁患者而言，这一检查更是判断康复成效的关键。尿

流动力学检查通过一系列精密的仪器和技术，全面测量

尿流速度、膀胱压力、尿道阻力等关键参数，从而深入

探索尿路的整体状况。这些参数不仅反映了尿路的解剖

结构，更揭示了其生理功能，为评估盆底肌肉功能、判

断尿失禁类型及严重程度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在治疗

前，尿流动力学检查能够帮助医生准确诊断患者的尿失

禁类型，如压力性尿失禁、急迫性尿失禁或混合性尿失

禁等，从而制定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治疗后，通过再次

进行尿流动力学检查，可以客观地评估治疗效果，观察

尿流速度是否增快、膀胱压力是否降低、尿道阻力是否

改善等关键指标的变化。尿流动力学检查的精确性和客

观性，使得它成为评估尿失禁治疗效果的重要工具。医

生可以根据检查结果，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优化康复计

划，以确保患者获得最佳的康复效果。同时，这一检查

还能够为患者提供科学的康复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管

理自己的尿路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尿流动力学检查在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康复护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它不仅能够深入探索尿路功能，还能够精准评估治

疗效果，为患者的康复之路提供有力的支持。

结语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康复护理包括盆底肌训练、

电刺激与生物反馈疗法、生活习惯调整等方面。通过主

观和客观评定相结合的方法，可以全面评估康复护理的

效果。未来，随着康复护理技术的不断发展，盆底功能

障碍性疾病的治疗效果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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