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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压氧治疗的概念及定义

在超过1.5大气压的密闭环境中，吸入100%氧气治疗疾
病的方法。

一、高压氧治疗学定义及在临床医学的作用、地位

3个必要条件：高气压环境，

吸入

100%氧气



1990年

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压氧科刘子藩教授

深圳市人民医院高压氧科易治教授

首次在国内外将高压氧医学正式划为一门独立的

医学学科，并为高压氧医学下了定义。



易治、刘子藩教授：涉及临床各个学科，是不可替代的

非辅助治疗方法

(二) 高压氧治疗在临床医学的作用及地位

HBO对一氧化碳中毒、气体栓塞、减压病的治疗是

“雪中送炭”的作用。



HBO对急重症病人的抢救治疗是其他治疗“无法替代”，具有
“独特、多重”治疗作用

HBO对突发性耳聋、脑瘫、脑血管意外、慢性难愈性伤口、慢性
骨髓炎等多数HBO治疗适应证是不可缺少的治疗方法之一。

提高治疗效果、减少医疗费用、减少抗生素使用/耐药及激素的

使用，对病人及医疗政策均是最佳的治疗手段。



高压氧医学（Hyperbaric Oxygenation Medicine）

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机体在高气压环境下吸入氧

气时，组织器官对高压氧产生的不同反应、反应的

原因、条件及其对机体生理机能和病理过程的影响；

同时也研究高压氧对微生物的特殊作用，从而阐明

高压氧治疗多种疾病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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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压氧医学发展史

高压氧治疗学来源于高气压治疗和潜水学

高压氧医学史分为高气压医学和潜水医学史



1. 高气压治疗发展史

➢起初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最开始英国一位牧师Henshaw的直观
想象“seemed like a good idea”。

➢他的依据1660年伟大的英国化学家
Boyle-Mariott发明的Boyle-Mariotte定
律“气体体积与压力关系”。

这一定律是高气压医学最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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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后高压氧治疗的狂潮

Curningham 在美国建立直径3m、长25m高压氧舱

从高原地区流感死亡率高，经治疗，昏迷病人明显有效。

扩大适应证：梅毒、癌瘤、糖尿病。

逐渐发现高压氧治疗副作用：

1878年Paul Bert首先发现报道了氧中毒，随后发现气压伤。



高压氧治疗滥用，造成的灾难：

副作用发生增加

出现火灾恶性事故

• 1928年Curningham在美国俄亥俄州克

利夫兰市建立一座巨型球星、超豪华
型球星高压氧舱。

• 他认为在生活一段时间可以延年益寿。

高气压医学发展第二阶段



2. 潜水医学发展史
自然界中，只有水下存在高气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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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dane 学说：潜水医学的减压理论基础

1908年 Haldane 提出：惰性气体(氮气)在机体内
的饱和、脱饱和、过饱和及安全系数学说。

根据此学说设计的“潜水减压表”是正确及安全的。



1960年后高压氧医学的飞速发展
——第三高潮的到来，

最终形成新的医学学科

1. 科技进步，氧舱设备的完善及安全

2. 高压氧对生理作用、治疗机制、副作用的新认识

3. 高压氧治疗副作用的预防和治疗的提高



1960年荷兰Boerema教授：

奠定高压氧治疗基本原理

现代高压氧医学之父

美国外科杂志发表

《Life without blood》



1954年早期
Boerema在荷兰
海军做的第一台
潜水加压试验的
减压舱

巨大的运河减压舱



荷兰阿姆斯特丹手术舱







ICU氧舱的出现和应用，

打开了高压氧在危重症病人

治疗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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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ICU多人氧舱
具备治疗重危病人的条件

国内无专门用于 ICU氧舱内抢救的各种抢救设备

生命体征监护仪

输液泵

气动式呼吸机(成人/婴幼儿）

除颤仪



Karolinskar 大学附属医院
高压氧治疗中心

Karolinskar 研究所
颁发诺贝尔奖金之地





欧洲高压氧治疗中心
德国Murnau创伤医院



www.themegallery.com
LOGO

深圳市人民医院高压氧科
ICU-Haux氧舱
中国第一台



3.世界各地高压氧舱数量

目前尚无准确的各国拥有氧舱数据，全世界(除中
国以外)高压氧氧舱2000台以上

中国目前有近4000台，广东省拥有1000余台



4、世界高压氧医学学会分布

国际高气压医学学会

美国水下与高气压医学学会(UHMS):1967年美国旧金山成立

南美水下与高气压医学学会(SPUMS).

欧洲水下与高气压医学学会(EUHMS)

日本高气压环境医学学会(JSHMS)

亚太水下与高气压医学学会(APUHMS):中国高春锦教授主席

中华医学会高压氧医学分会(CHM)



5、国际高气压医学学术会议

现已召开18届国际高气压医学学术会议，中国承担2届(1993年福州，
2008年北京)

第一届会议(1963年)由现代高气压医学之父荷兰Boerema教授主办

1993年福州由中国高压氧之父李温仁教授担任执行主席

2008年北京由中华医学会高压氧医学分会高春锦教授担任执行主席



6.中国高压氧医学发展
起步晚，但进步快

解放前，仅上海打捞局有一台共潜水员用加压舱

1954年海军医学研究所建造一台供潜水员训练及治疗减压病加压舱

1960年建造20个大气压的加压舱

首座医用氧舱—中国高压氧医学之父中国第一台大型高压氧手术舱

福建协和医院心脏外科专家李温仁教授设计、改进、实验

1970年代后广州、上海、北京及天津先后成立高压氧舱。迄今为止
全国氧舱数量近4000台。



中华医学会高压氧医学分会
1992年成立学会：李温仁教授担任第一届主任委员(1992-1995年)，标志
中国高压氧医学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第二、三届主任委员由张绪中教授担任(1995-2001年)

第四、五、六届主任委员由高春锦教授担任(2001-2012)

第七届主任委员由王培嵩教授担任(2012-2015)

第八届主任委员由王刚教授担任(2015-至今),

候任主任委员李金声教授担任

中华医学会高压氧医学分会每年召开全国学术会议，已举办24次学术
会议。



高压氧治疗适应证
美国 欧洲 日本 中国

数量 14种 14种 23种 50余种

全身、局部急
性及慢性缺氧
性疾病

美国HBOT适应证.pptx
欧洲HBOT适应证：14种.pptx
日本HBOT适应证：23种.pptx


”

“
美国FDA认可:13种适应证
美国2011年UHMS认可HBOT14种适应证

增加：14.非特异性突发性感音神经性耳聋(突发性耳聋)

1. 空气栓塞
2.一氧化碳中毒及其它有害气体的中毒（如氰化物中毒等）

3. 梭状芽胞杆菌性肌炎或肌坏死,又称气性坏疽

4. 挤压综合症、间隔综合症和其它急性外伤性缺血
5. 减压病
6. 动脉营养不良(视网膜中央动脉栓塞、难愈性伤口)
7. 严重贫血症
8.颅内脓肿
9.坏死性软组织感染
10.难治性骨髓炎
11.迟发型放射性损伤 如软组织和骨坏死
12.皮肤或皮瓣移植
13.烧伤



”

“
美国FDA认为如下适应证为超适应证
(off-label indications)

http://www.fda.gov/forconsumers/consumerupdates/ucm
364687.htm

 艾滋病
 老年性痴呆
 支气管哮喘
 Bell’s 瘫(周围性面瘫)
 脑外伤
 脑瘫
 抑郁症
 心脏病

 肝炎
 血管神经性头痛
 多发性硬化症
 帕金森氏病
 脊髓损伤
 运动性损伤
 中风



欧洲HBOT适应证：14种
急性适应证：7个

减压病
非特异性突发性耳聋，噪音性耳聋
软组织感染性坏死(厌氧和混合型感染)
皮肤烧伤(儿童超过10%的II度以上、

成人超过20%以上III度)
急性外伤性软组织肌肉骨骼缺血、
多发性损伤
气体栓塞
急性一氧化碳中毒



欧洲HBOT适应证：14种
慢性适应证：7个

放射性软组织和器官损伤
非特异性突发性耳聋，噪音性耳聋
伤口不愈合：糖尿病足、感染、截肢后创面不愈合、

皮肤/皮下组织炎症、恶性外耳道炎、褥疮、
下肢静脉血栓、骨髓炎、骨坏死、植皮、组织再造、
胸骨骨髓炎，清创术后



日本HBOT适应证：2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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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HBOT适应证：15+8 种



中国高压氧医学临床应用及学术研究

近年来中国高压氧医学的基础与临床研究，硕果累累。

一氧化碳中毒、脊髓损伤及脑卒中的高压氧治疗实验研究处于国际领先
水平。

分子生物学、免疫学、氧自由基、干细胞等研究已接近领先水平。

创伤及ICU的高压氧治疗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高气压医学杂志

美国:水下医学与高气压医学杂志(UHM)(SCI)

南太平洋水下医学：Diving Hyperb Med(DHM) (SCI)

中国：中华航海与高气压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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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压氧治疗发展困境与前景

医保限制收费贵

设备昂贵，少

医护人员认可度

从业人员整体素质高

(一) 困境

国外

收费太便宜

医护人员认可度

设备便宜，多

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低

中国



(二)高压氧医学的发展前景

发挥高压氧的ICU抢救作用

发挥高压氧治疗提高机体氧分压及能量泵的作用，与其他治
疗的协同作用，提高治疗效果，减少药物副作用
 杀菌剂及抗生素增效剂

 促进各种细胞生长因子

 有效的脱水剂

 类激素作用

 降糖作用……

 预干预作用：治疗未病



中国高压氧医学的地位
及发展趋势

氧舱设备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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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展高压氧医学本科教育的必要性

目前国内氧舱操作人员操作现状：

(2) 从事高压氧治疗的护士人员基础护理逐渐生疏，既不利于高
压氧治疗的安全；也使病人常规的治疗中断，影响治疗效果。

(1) 绝大多数由护士承担，真正的高压氧治疗护理显著减弱或忽
略，影响高压氧治疗的安全及有效性。



四、开展高压氧医学本科教育的必要性

(3) 这些护士未经过系统、严格的潜水理论的学习，无法更好地
胜任操舱技术人员的工作。

(4) 目前地方院校无潜水/高压氧医学专业。仅靠几个军队院校培
养出来的专业人员，完全满足不了中国庞大的高压氧舱的运转。



欧洲高气压设备护士和技术人员
(2008年修订)
“岗位性质分级及定义”

特殊的教育背景：学习潜水理论、
高气压医学理论

特殊的专业技术培训



实现、开展高压氧治疗新的技术结合

在氧舱内同时完成各种康复治疗技术

—提高治疗效果(例如镜像康复训练技术)

—节省病人治疗时间

—减少病残率

减少病人家庭及社会的各种负担



中国第一所开设高压氧医学
本科课程的非军队院校

培养复合型人才对高压氧
医学的发展非常重要



本节课的重点

1. 高压氧治疗在临床医学的作用

2.现代高压氧医学之父及重要实验



易治、刘子藩教授：涉及临床各个学科，是不可替代的

非辅助治疗方法

(二) 高压氧治疗在临床医学的作用及地位

HBO对一氧化碳中毒、气体栓塞、减压病的治疗是

“雪中送炭”的作用。



HBO对急重症病人的抢救治疗是其他治疗“无法替代”，具有
“独特、多重”治疗作用

HBO对突发性耳聋、脑瘫、脑血管意外、慢性难愈性伤口、慢性
骨髓炎等多数HBO治疗适应证是不可缺少的治疗方法之一。

提高治疗效果、减少医疗费用、减少抗生素使用/耐药及激素的

使用，对病人及医疗政策均是最佳的治疗手段。



1960年荷兰Boerema教授：

奠定高压氧治疗基本原理

现代高压氧医学之父

美国外科杂志发表

《Life without blood》



高压氧治疗技术的进步也带给病人希望和实惠

高压氧治疗技术给你们带来更好的前途

你们给高压氧医学带来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