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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氧治疗（

Hyperbaric Oxygen Ther－

apy

，简称

HBOT

）是一种先进的医疗技术，

通过将患者置于高氧环境中， 提供高浓度

氧气来促进组织修复和康复。 这一治疗方

法在多种疾病的辅助治疗中显示出显著效

果，尤其是在脑外伤、缺血性疾病等领域。

本文将详细介绍高压氧治疗的原理及其作

用机制。

一、高压氧治疗的原理

高压氧治疗的基本原理在于， 当人体

处于高氧环境下时， 血液中的氧分子可以

更容易地与组织中的血红蛋白结合， 从而

增加氧气在血液中的含量， 并更好地供应

给受损组织和器官。

这种治疗方法的核心在于创造一个高

于大气压的环境， 让患者吸入纯氧或高浓

度氧气。

具体来说， 高压氧治疗通常在密闭的

高压氧舱内进行。 舱内通过增加氧气的压

力，使氧气更好地渗透到组织中，从而发挥

治疗作用。 这种治疗不仅提高了血液中的

氧分压，还增加了物理溶解氧的量，进一步

改善了组织的缺氧状态。

二、高压氧治疗的作用机制

高压氧治疗的作用机制复杂而多样，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提高氧分压和增加血氧含量

高压氧治疗可以显著提高动脉血氧分

压，增加物理溶解氧。在

2

个大气压纯氧条

件下，动脉血氧分压可提高近

14

倍，物理

溶解氧增加

13

倍。这一效果使得血液携带

氧气的能力显著增强， 改善了组织的缺氧

状态，特别是对于脑部、心脏等重要器官尤

为重要。

2.

促进氧的弥散

高压氧治疗还能加快血氧的弥散速

率，增加弥散距离。 在高压氧环境下，毛细

血管的弥散半径显著增加， 可以克服组织

缺氧问题。 这一机制使得氧气能够更有效

地渗透到受损组织中， 促进组织的修复和

再生。

3.

调节血管舒张收缩功能

高压氧治疗具有调节血管舒张收缩功

能的作用。它可以促进侧支循环的建立，增

强缺血区的血流量，改善局部缺血、供血、

供氧状况。同时，高压氧还可以减轻脑水肿

和其他原因引起的水肿症状，降低颅内压。

4.

促醒作用

高压氧治疗对昏迷患者具有明显的促

醒作用。通过提高椎基底动脉供血血流量，

激活脑干网状系统氧分压， 高压氧有助于促

进觉醒及生命中枢功能活动。 这一机制在脑

外伤、脑出血等疾病的康复中尤为重要。

5.

清除自由基和抗菌作用

高压氧治疗还能清除自由基， 减少再灌

注损伤。同时，高压氧对厌氧菌和某些需氧菌

具有抑制作用，可以辅助治疗感染性疾病。这

一机制使得高压氧治疗在炎症性疾病和感染

性疾病的治疗中具有一定的优势。

6.

促进组织修复和再生

高压氧治疗可以促进成纤维细胞、 内皮

细胞等增殖和分化， 加速胶原纤维和毛细血

管的再生。 这一机制使得高压氧治疗在伤口

愈合、组织修复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 同时，

高压氧还能减少炎症介质的释放， 减轻炎症

反应，进一步促进组织的恢复。

7.

增强免疫力

高压氧治疗还能促进机体细胞吞噬功能

和免疫力的提高，增强人体的抵抗力。

这一机制使得高压氧治疗在辅助治疗感

染性疾病和增强机体整体防卫功能方面具有

一定的作用。

三、高压氧治疗的适应症和禁忌症

高压氧治疗适用于多种疾病， 包括但不

限于脑外伤、脑出血、脑梗死、心肌梗死等缺

血性疾病，以及一氧化碳中毒、减压病等。 然

而，高压氧治疗并非适用于所有人群。 患者

在使用前应咨询专业医生，根据自身情况选

择合适的治疗方案。 同时，在治疗过程中应

严格遵循医生的建议和指导，以确保治疗的

安全和有效。

需要注意的是，高压氧治疗也可能存在

一些副作用，如气压伤、氧气中毒等。 因此，

在治疗过程中应密切监测患者的反应，及时

调整治疗方案。

四、结语

高压氧治疗作为一种先进的医疗技术，

在多种疾病的辅助治疗中显示出显著效果。

其原理在于通过提高血液中的氧分压和增

加物理溶解氧，改善组织的缺氧状态；同时，

高压氧治疗还具有促进氧的弥散、调节血管

舒张收缩功能、促醒作用、清除自由基和抗

菌作用以及促进组织修复和再生等多种作

用机制。

然而，高压氧治疗并非适用于所有人群，

患者在使用前应咨询专业医生，并根据自身

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 通过科学合理地

应用高压氧治疗，我们可以为更多患者带来

健康和希望。

（作者单位：广西省东兰县人民医院）

高压氧治疗的原理及作用机制

□

韦小丽

心电图的作用与临床应用

□

谭丽

在医学领域，心电图（

ECG

或

EKG

）

作为一种广泛应用的非侵入性检查手段，

扮演着守护心脏健康的隐形卫士角色。它

通过记录心脏电活动的波形，为医生提供

了关于心脏健康状况的重要信息，对于心

脏疾病的诊断、 监测和治疗具有重要意

义。 本文将从心电图的作用、临床应用及

其在日常健康管理中的价值等方面进行

详细阐述。

一、心电图的基本原理与记录

心电图是一种用于记录心脏电活动

的图形化表示方法。 其工作原理基于心

脏肌细胞的电生理特性。 心肌细胞在兴

奋时会发生去极化和复极化过程， 产生

电势差。

心电图机通过放置在皮肤上的电极

捕捉这些电势差，并将其转化为可记录的

电信号。 这些信号经过放大和处理后，形

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波形， 主要包括

P

波、

QRS

波群、

T

波和

U

波， 分别代表心房除

极、心室除极、心室复极和心室晚期复极

的电活动。

心电图技术经历了多年的发展，从最

初的纸质记录到现在的数字化记录和分

析。 数字化心电图具有更高的分辨率和准

确性，能够提供更详细的心脏电活动信息，

为医生提供了更加精准的诊断依据。

二、心电图的主要作用

1.

检查心脏功能：心电图检查能够反

映心脏功能是否存在异常情况， 如是否存

在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包括窦性心动过速、

窦性心动过缓、心房扑动等多种类型，这些

异常波形能够提示医生心脏电活动的异

常，进而评估心脏的整体功能。

2.

诊断心脏疾病：心电图是诊断心脏

疾病的重要手段之一。 它可以用来确定心

肌梗死的部位，诊断心脏瓣膜疾病，也可以

检测一些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病。 心肌梗死

时，心电图上的特定波形变化（如

ST

段抬

高或压低）为医生提供了重要的诊断依据。

3.

判断药物疗效：在心脏疾病的治疗

过程中， 心电图可以用于评估药物的治疗

效果。例如，服用了抗心律失常的药物或治

疗心肌缺血的药物后，通过复查心电图，医

生可以检查心律失常是否得到了矫正，心

肌缺血的情况是否得到了改善。

4.

判断溶栓效果： 对于心肌梗塞患

者， 心电图还可以用来判断溶栓治疗是否

成功。 溶栓成功的标志是心电图上的异常波

形逐渐恢复正常， 为医生决定是否继续治疗

或调整治疗方案提供了重要参考。

5.

监测全身性疾病：心电图不仅限于心

脏疾病的诊断， 还可以作为监测全身性疾病

的一个手段。 一些全身性疾病， 如电解质紊

乱、药物中毒等，都可能影响心脏的电活动，

从而在心电图上表现出异常波形。

三、心电图的临床应用

1.

心脏病诊断：心电图在心脏病诊断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可以检测出心律失常、心

肌缺血、 心肌梗死、 心脏肥大等多种心脏疾

病。通过心电图的异常表现，医生可以初步判

断心脏疾病的类型和严重程度， 为后续治疗

提供指导。

2.

日常心脏健康监测：对于已经确诊心

脏病的患者， 定期进行心电图检查可以监测

病情的变化和治疗效果。对于一般人群，心电

图也可以作为体检项目之一， 帮助及早发现

潜在的心脏问题。

3.

动态心电图的应用：动态心电图是一

种先进的医疗检测手段， 能够连续不断地监

测人体在

24

小时内的心电变化。这种技术能

够捕捉到常规心电图难以发现的细微心电异

常，为医生提供更丰富、更准确的心电信息。

它特别适用于监测正常人群中心律、 心率和

传导情况， 以及评估各种器质性心脏病患者

的心律失常严重程度及危险。

4.

特殊疾病的诊断与监测： 对于原因不

明的头晕、黑朦、昏厥患者，动态心电图能够

查找出是否存在心律失常等心脏异常。同时，

它也是监测心肌缺血的标准化方法之一，能

够及时发现心肌在供血方面的问题， 为预防

和治疗心肌梗死等严重疾病提供早期预警。

四、结语

心电图作为守护心脏健康的隐形卫士，

在心脏病的诊断、 监测和治疗中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 然而，心电图检查并非全能的，

对于疾病的确诊还需要结合病史、 查体和其

它辅助检查如血液学检查、 超声、

CT

等来进

行综合评判。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建立健康的

生活方式， 保持良好的心态， 并定期进行体

检，以更好地守护自己的心脏健康。通过心电

图这一重要工具， 我们可以更早地发现潜在

的心脏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干预和治疗，

为心脏健康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广西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老年糖尿病患者如何预防并发症

□

安晓青

老年糖尿病患者在面对血糖管理时，

面临的挑战往往更多，并发症的风险也更

高。 糖尿病不仅影响血糖水平，还可能引

发心血管、神经、肾脏等多系统并发症，严

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因此，预防和管

理这些并发症对老年糖尿病患者至关重

要。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预防措施，旨在帮

助老年糖尿病患者有效预防并发症。

1.�

严格的血糖控制

保持血糖在理想范围内是预防并发

症的基础。 老年糖尿病患者应定期监测血

糖， 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调整饮食和药物。

这包括使用血糖仪进行家庭监测，以及在

必要时调整胰岛素或其他降糖药物的剂

量。 饮食控制是血糖管理的基础，应避免

高糖、高脂食物，如糖果、冰淇淋、甜点、薯

条、炸鸡等，减少血糖波动和脂肪堆积。 建

议采用低脂、低盐、高纤维的饮食模式，多

吃蔬菜、水果、全谷类食物、低脂乳制品和

瘦肉。

2.�

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控制糖尿病的关

键。老年糖尿病患者应每天进行至少

30

分

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如散步、慢跑、太极等。

运动强度应适中，避免过于剧烈，运动前后

应测量血糖水平，确保血糖在正常范围内。

此外， 戒烟和戒酒也是预防并发症的重要

措施。吸烟会加速血管病变，增加心血管和

神经并发症的风险； 而酒精则可能干扰血

糖管理。

3.�

定期体检

定期进行一系列检查是及早发现和及

早治疗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老年糖尿病患

者应定期进行眼科、心血管、神经和肾脏检

查。眼底检查可以及时发现视网膜病变，肾

功能测试有助于预防肾病变， 心电图则可

以监测心脏健康状况。通过这些检查，医生

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出现的并发症，

从而避免病情恶化。

4.�

管理血压和血脂

高血压和高血脂是糖尿病并发症的重要

危险因素。 老年糖尿病患者应定期监测血压

和血脂水平，并在必要时使用药物控制。这可

以通过饮食疗法、 运动疗法和药物治疗等方

式实现。 避免摄入过多油脂和肥肉等高脂肪

食物， 这些食物会影响患者的总胆固醇水平

和胰岛功能。 同时，选择富含纤维的食物，如

燕麦、荞麦等，有助于控制血脂水平。

5.�

注意个人卫生和足部保健

老年糖尿病患者需要注意个人卫生，预

防呼吸道、泌尿系统等感染。 保持皮肤清洁，

避免皮肤破损，选择合适的鞋子和袜子，以降

低出现感染和其他并发症的风险。 足部是糖

尿病患者常见的感染部位， 因此应特别注意

足部保健， 每天检查足部是否有破损或感染

迹象。

6.�

心理支持

糖尿病是一种终身性疾病， 患者往往会

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这些情绪会影响

血糖控制，增加并发症的风险。 因此，提供心

理支持和教育对老年糖尿病患者至关重要。

患者应保持乐观的心态， 树立战胜疾病的信

心，积极参与社交活动，寻求家人和朋友的支

持与理解。

7.�

教育和自我管理

增强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也是预防并发

症的关键。 通过教育让患者了解糖尿病的相

关知识，掌握自我监测和药物管理技能。患者

应遵医嘱选择合适的药物， 不要自行增减剂

量或更换药物。

总之， 预防老年糖尿病患者并发症需要

综合管理，包括严格的血糖控制、健康的生活

方式、定期体检、血压和血脂管理、注意个人

卫生和足部保健、 心理支持以及教育和自我

管理。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显著降低并发症的

发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老年糖尿病患者

应重视这些预防措施， 并在医生的指导下进

行科学的健康管理。

（作者单位：河北省军区石家庄第一离

职干部休养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