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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治疗机制及目的

氧气是正常生理机能和生命活动最重要的因素

氧是体内新陈代谢(三羧酸循环、ATP)的关键因子



神志

呼吸

消化吸收

血液循环

新陈代谢

生育繁殖

……

 意识、思维

 体温、心跳

 说、听、看

 站、行、走

 吃

 怀孕

 ……

正常生理机能和生命活动

氧

气



三羧酸循环—是机体获取能量的主要方式生成ATP(生物泵)
是维持细胞内外物质交换的主动运输方式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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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Otto Wartrig

——缺氧症导致癌症

野山英世日本医学博士

——一切疾病的根源是缺氧症

小内山博士（日本前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

——癌细胞在缺氧细胞中增值

——脑卒中、心脏病、动脉硬化、肝病、
子宫颈等成人病的最主要原因也是缺氧



各种压力的植物神经系统反应



衰老与缺氧

新陈代谢功能逐渐下降，基础代谢率降低，精神上还是体
能上都会出现逐渐衰老的现象

许多老年性疾病会加重或促进衰老，如缺血性脑血管、心
血管疾病、糖尿病等

有效控制这些疾病的发生或发展，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
衰老的过程。



缺乏特异性
取决于缺氧的轻重及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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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溃烂长期不愈合：褥疮、糖尿病足、

下肢静脉曲张、手术或外伤伤口

骨折生长不良

烧伤或烫伤：起水泡、脱皮

慢性骨髓炎：放疗后或骨折后

股骨头坏死：长期应用激素或跌伤骨折后

痤疮、疖子等

精索静脉曲张

断肢(指)再植术后……



缺氧的纠正与治疗

——氧疗



氧疗目的

纠正低氧血症或可疑的组织缺氧

降低呼吸功

缓解慢性缺氧的临床症状

预防或减轻心肺负荷



吸氧方法

常压富氧：吸入氧浓度（>21%,<100%）

常压饱和氧：吸入氧浓度100%

高压氧治疗



(富氧)氧疗的适应症（一）
ACCP / NHLBI推荐意见(美国胸内科医师学会国立心肺和血液研究所)

心跳呼吸骤停

低氧血症(PaO2 < 60 mmHg, 

SaO2 < 90%)

低血压(SBP < 100 mmHg)

低心输出量及代谢性酸中毒

(HCO3 < 18 mEq/L)

呼吸窘迫(RR > 24 bpm)

PaO2或SaO2低于预期水平

• 吸入空气时, PaO2 < 60 mmHg

或SaO2 < 90%

• 低氧血症, 低血压, 呼吸窘迫

• 创伤或其他急性病, CO中毒, 严重贫血

• 围手术期

• 应用抑制呼吸的药物, 如阿片

• 对于新生儿, PaO2 < 50 mmHg或SaO2
< 88%



急性心肌梗塞

心源性肺水肿

肺心病

CO中毒

围手术期

肺间质纤维化

梗阻性气道疾病急性加重
◦ 哮喘

◦ COPD

◦ 支气管扩张

◦ 囊性纤维化

ARDS

(富氧)氧疗的适应症 （二）
ACCP / NHLBI推荐意见(美国胸内科医师学会国立心肺和血液研究所)



吸氧治疗——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家庭
医院



氧疗的现状

住院患者最普遍应用的治疗

> 50%的住院患者没有医嘱即接受氧疗

Small D, Duha A, Wieskopf B, et al. 
Uses and misuses of oxygen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Am J Med 1992; 92: 591-595



氧疗装置的分类
低流量装置

高流量装置



临床常见吸氧用具

双鼻导管 普通面罩 储氧面罩
(部分重复吸入)

文丘里面罩
(射流-可控)

鼻导管吸氧.pptx
普通面罩.pptx
储氧面罩(部分重复吸入).pptx
储氧面罩(部分重复吸入).pptx
Venturi文丘里面罩.pptx
Venturi文丘里面罩.pptx


家庭氧疗适应证
1. 慢性肺、心疾病所致的缺氧

慢性阻塞性肺疾患、弥漫性间质性肺疾病、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冠心病等

2. 有缺氧所致的一些慢性病理状态

肺动脉高压、红细胞增多症、慢性肺心病

3. 不需要住院治疗的急性肺部疾病(肺炎、哮喘急性发作)



医院氧疗

富氧治疗(鼻导管、普通面罩、储氧气囊面罩)
➢吸入氧浓度大于21%，小于100%    

常压饱和氧治疗: 吸入100%氧气

高压氧治疗：在高压氧舱内超过常压下吸入100%氧气



富氧治疗

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中毒

全身急性缺氧心肺疾病

脑中风、脑外伤

手术

……



高压氧治疗



男性 43岁

脑出血术后

神志清

坐位

失语

偏瘫

HBO方案：

2.2ATA 

吸氧20min×3

吸入空气5min×2

最大
值
mmHg

平均值
mmHg

第一次 742 345

第二次 1041 592

第三次 1276 499



HBOT抢救治疗脑干出血、

重型颅脑外伤



德国Murnau创伤医院
欧洲HBOT中心

ICU氧舱抢救
重型颅脑外伤病人



HBOT治疗气性坏疽



HBOT治疗皮肤烫伤



HBOT治疗烧伤/烫伤机制

 消除水肿

 预防/抗感染

 刺激上皮、纤维细胞增生
HBOT前

第1次HBOT后

第3次HBOT后 第7次HBOT后

好处

消肿快
减少换药：费用、痛苦、预防并发症(感染、
疤痕)
降低医药费
不留疤痕
尽早治疗
伤口暴露(切勿敷料覆盖)
不要换药



玻尿酸注射后皮肤感染过敏

HBOT 前 第一次后

3次HBOT 
5次HBOT 



HBOT治疗慢性皮炎、药物性皮炎



3.高压氧治疗顽固性药物性皮炎

HBOT 前

第5次HBOT



病程3个月 HBOT前 第4次HBOT



HBOT治疗慢性难愈性伤口



右踝内侧严重挫擦伤

2011.11.27 2012.01.06

2012.01.13

2012.01.19



左大腿下端窦道

2010.06.30

2010.07.0

8

2010.07.19



右尺骨骨折术后瘘

2009.09.22

2009.09.30

2009.09.24



右跟骨骨折术后切口裂开

2009.09.02

2009.09.17

2009.09.30

2009.09.11



左跟腱断裂术后

2008.11.26 2008.12.02

2008.12.05



左胫骨骨折术后

2009.03.03

2009.03.13



左胫腓骨粉碎性骨折

——骨筋膜间室综合征

2009.05.13

2009.05.21



右足小趾溃疡—脉管炎

2010.07.2

3

2010.08.20

2010.08.18

2010.07.23

2010.07.08



左小腿皮肤慢性溃疡
—接触性皮炎

2009.03.1

8

2009.05.2

1

2009.03.3

0



糖尿病足

2011.12.28

2012.01.04

2012.01.06

2012.01.09



脓性指头炎

2012.01.06

2011.12.31

2012.01.13



植皮术后

2009.12.14 2010.01.16

2009.06.05

2009.05.12

足底刺伤



高压氧治疗
——特殊的、多重治疗机制的药物

急性抢救治疗：尽快、及时纠正缺氧及缺氧引起的后续病症(水肿等)

抗菌杀菌作用(厌氧菌及不会产生耐压)

潜水减压病

康复治疗：促进细胞生长(皮肤溃疡、骨折、神经细胞),为其他治疗提供
良好的环境

保健：亚健康、预防老年性痴呆等老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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