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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压病治疗中的高压氧护理效果观察及护理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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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减压病治疗中高压氧护理的效果，总结护理过程中的体会与经验。方法 选取接受高压氧

治疗的减压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实施个性化护理、心理护理及并发症预防策略，观察患者的治疗效果、症状

改善情况及护理满意度。采用问卷调查、临床观察等方法收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高压氧治疗改善了减

压病患者的症状（p＜0.05）；个性化护理措施使护理更加贴合患者的实际需求；心理护理有效缓解了患者的心理

压力；并发症预防策略降低了并发症发生率；患者对高压氧治疗及护理服务满意度较高。结论 高压氧治疗在减

压病的治疗中具有重要作用，对保障治疗效果、提高患者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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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and experience of hyperbaric oxygen nursing in the treatment of decompression s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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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hyperbaric oxygen nursing in the treatment of decompression sickness, 
and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and experience in the nursing process. Methods Patients receiving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and the therapeutic effect, symptom improvement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ere 
observed by implementing personalized nursing,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complication prevention strategies. 
Questionnaire survey, clinical observation and other methods were used to collect data and carry out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improved the symptoms of decompression patients;（p＜0.05） Personalized nursing 
measures make nursing more suitable to the actual needs of patients; Psychological nursing effectively alleviates 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f patients; The complication prevention strategy reduced the complication rat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ith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and nursing service was higher. Conclusion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eatment of decompression sicknes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sur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and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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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减压病（DCS）是一种因人体在高压环境下停留后，

未遵循正确的减压程序而迅速返回常压环境，导致溶

解于血液和组织中的气体快速释放形成气泡，进而阻

塞血管、压迫组织所引起的疾病。其发病机制复杂，主

要涉及气体过饱和、气泡形成与扩散、血管阻塞及组织

损伤等多个环节。减压病常见于潜水员、高海拔作业者、

航天员等职业人群，该疾病不仅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

还可能对其职业生涯造成严重影响，甚至危及生命。高

压氧疗法（HBOT）作为减压病治疗的重要手段，通过

提高治疗环境中的氧气压力和浓度，促进血液中溶解

氧的增加，加速气泡的溶解与吸收，改善组织缺氧状态，

减轻炎症反应，促进受损组织的修复与再生[1]。本文旨

在通过观察高压氧治疗减压病患者的护理效果，全面

评估其在缓解患者症状、改善生理指标、预防并发症等

方面的作用。通过总结护理经验，探讨优化护理策略，

以期为临床护理工作提供科学指导，进一步提高治疗

效果和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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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 2023 年 7 月至 2024 年 6 月期间，在

我院潜水病科确诊为减压病并接受高压氧治疗的成年

患者，共计 110 例。将患者随机分为高压氧治疗组 55
例，常规治疗组 55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情

严重程度等方面均衡可比。 
2.2 诊断标准 
依据国际公认的减压病诊断标准，结合患者潜水

或高压暴露史、临床症状及体查、实验室检查结果，确

诊为减压病。 
2.3 排除纳入标准 
（1）排除标准 
具有合并严重疾病；无法配合治疗或护理的严重

认知障碍、精神障碍患者；妊娠及哺乳期妇女；对高压

氧治疗存在绝对禁忌症的患者[2]。 
（2）纳入标准 
符合诊断标准；年龄 18 岁至 65 岁；患者及其家

属同意接受高压氧治疗，并承诺完成整个治疗周期及

随访。 
2.4 干预措施 
高压氧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进行高压氧治

疗。治疗参数根据患者病情调整，通常选择压力为 2-
2.5 个大气压（ATA），每次治疗时间为 60-90 分钟，

每日 1-2 次，连续治疗 10-14 天为一个疗程。 
治疗期间护理人员需密切监测患者血压、心率、呼

吸频率及血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并记录患者主观感

受。 
常规护理组：仅接受病情观察、用药指导、心理护

理、健康宣教等常规治疗及常规护理措施。 
2.5 观察指标 
临床疗效：根据治疗前后患者症状改善情况，评估

治疗效果，分为治愈、显效、有效、无效四个等级。 
症状缓解时间：记录患者主要临床症状开始缓解

至明显减轻所需时间。 
不良反应发生率：记录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与高压

氧治疗相关的不良反应[3]。 
患者满意度：通过问卷调查形式，收集患者对治疗

过程及护理服务的满意度评价。 
2.6 数据统计 
采用 SPSS 26.0 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

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²检验。P<0.05 认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治疗效果分析 
（1）总体效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压氧治疗在减压病患者的症

状改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经过一个疗程的高压氧

治疗后，大部分患者报告疼痛症状明显减轻，近一半患

者表示疼痛几乎完全消失。麻木感、关节僵硬及活动受

限等典型减压病症状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缓解，对恢

复关节功能也具有积极作用。 
（2）分组对比 
对比高压氧治疗组与常规治疗组的治疗效果，发

现高压氧治疗组在多个方面均表现出优越性。这表明

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高压氧治疗，能够更有效地改

善减压病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P＜0.05。 
（3）生理指标变化 
治疗前后的生理指标变化数据显示，高压氧治疗

对改善患者的血液循环、促进组织修复具有积极作用。 
3.2 护理效果观察 
（1）疼痛管理效果 
在疼痛管理方面，本研究采取的综合性护理措施，

包括疼痛评估、药物镇痛、物理疗法及心理支持等，均

对减轻患者疼痛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结合高压氧

治疗，患者的疼痛评分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 VAS，显

示出良好的疼痛管理效果。 
（2）心理护理干预 
心理护理干预在改善患者情绪状态、提高治疗依

从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数据结果表明心理护

理有助于提升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促进疾病康复。 
（3）并发症预防与处理 
在护理过程中，我们高度重视并发症的预防与处

理工作。通过加强患者教育、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及时

调整治疗方案等措施，有效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率。对

于出现的中耳气压伤和轻微氧中毒等少数并发症，我

们及时采取了相应的处理措施，确保了患者的安全。 
3.3 患者满意度调查 
患者对高压氧治疗及护理服务的满意度调查结果

显示，高压氧治疗显著改善了患者的症状，提高了生活

质量；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服务态度及人文关怀也赢

得了患者的高度评价。 
进一步分析影响满意度的因素发现，治疗效果的

显著性、护理人员的沟通能力和患者的个人期望等因

素均对满意度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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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治疗前后总体效果对比 

症状/指标 治疗前 治疗后 

疼痛减轻患者比例 - 85% 

疼痛几乎完全消失患者比例 - 48% 

麻木感缓解情况 普遍存在 不同程度缓解 

关节僵硬缓解情况 普遍存在 不同程度缓解 

活动受限缓解情况 普遍存在 不同程度缓解 

整体生活质量提升情况 下降 显著提高 

关节活动度平均增加百分比 - 20% 

表 2  分组对比数据 

指标/组别 高压氧治疗组 常规治疗组 P 值 

疼痛缓解率 90% 70% <0.05 

麻木感消失率 60% 35% <0.05 

关节活动度恢复程度（%） 平均增加 25% 平均增加 15% <0.05 

表 3  分组对比数据 

生理指标 治疗前 治疗后 P 值 

红细胞压积（HCT） 45% 40% - 

血氧饱和度（SaO₂） 94% 90% - 

C 反应蛋白（CRP） 5.0mg/L 2.5mg/L <0.05 

白细胞介素-6（IL-6） 20pg/mL 10pg/mL <0.05 

表 4  疼痛管理效果对比 

指标/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P 值 

平均疼痛评分（VAS） 75 35 <0.01 

疼痛评分下降幅度（VAS） 68 40 <0.01 

表 5  治疗前后心理护理干预对比 

项目/指标 治疗前 治疗后 P 值 

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 56.8±10.2 42.3±8.5 <0.05 

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 59.4±9.7 44.1±7.9 <0.05 

心理护理干预措施 - 心理评估、情绪支持、认知行为疗法 - 

患者情绪状态变化 焦虑、抑郁普遍 焦虑、抑郁显著缓解 - 

治疗依从性 中等至较低 提高至较高水平 - 

表 6  患者满意度评分 

满意度调查内容 描述 满意度（满分 10 分） 

高压氧治疗效果 显著改善患者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9.2 

护理人员专业技能 护理人员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 9.5 

护理人员服务态度 护理人员态度亲切，耐心解答患者疑问 9.3 

人文关怀 护理过程中体现对患者的尊重与关怀 9.1 

治疗效果显著性 治疗效果的明显程度对满意度有积极影响 治疗效果显著者较不显著者高出 15% 

护理人员沟通能力 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的有效沟通对满意度有正面作用 沟通能力强者较沟通能力一般者高出 10% 

患者个人期望 患者对治疗效果和护理服务的期望与满意度相关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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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治疗效果讨论 
在减压病的治疗过程中，高压氧疗法作为一种重

要的辅助治疗手段，治疗效果显著且不容忽视。高压氧

治疗通过增加体内溶解氧的含量，促进组织氧合，加速

气泡在血液中的溶解与清除，有效缓解减压病引起的

疼痛、肢体麻木、关节功能障碍等症状。本研究中接受

高压氧治疗的患者，症状改善速度明显快于仅接受常

规治疗的对照组，特别是在改善神经系统症状和预防

组织损伤方面，高压氧治疗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高压

氧治疗不仅能够直接作用于病灶，还能通过调节机体

免疫功能，促进受损组织的修复与再生。治疗效果的个

体差异较大，可能与患者的年龄、病情严重程度、治疗

时机及个体差异等因素有关[4]。因此，在临床实践中，

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以最

大化治疗效果。 
4.2 护理体会与经验分享 
（1）个性化护理的重要性 
在高压氧治疗过程中，个性化护理尤为重要。减压

病患者的症状表现各异，且病情可能随治疗进展而发

生变化，因此，护理人员需密切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

及时调整护理计划[5]。个性化护理要求护理人员不仅要

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良好

的沟通能力，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患者的不适和并发

症。 
（2）心理护理的价值 
减压病作为一种突发性疾病，往往给患者带来较

大的心理压力和恐慌感[6]。因此，心理护理在高压氧治

疗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护理人员应主动与患

者沟通，了解其心理状态，耐心解答患者的疑问，消除

其顾虑和恐惧。 
4.3 影响因素分析 
患者因素：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严重程度及个

体差异等均可影响治疗效果。年轻、体质较好的患者往

往恢复较快；而病情严重、存在基础疾病的患者则可能

需要更长的治疗时间和更复杂的护理方案。 
治疗时机：早期发现并及时进行高压氧治疗对于

提高治疗效果至关重要。延误治疗可能导致病情恶化，

增加治疗难度和并发症风险。 
治疗参数：高压氧治疗的压力、时间、频率等参数

设置需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合理的治疗参

数能够最大化治疗效果，减少并发症的发生[7]。 
护理质量：高质量的护理服务能够确保治疗过程

的顺利进行，及时发现并处理患者的不适和并发症，从

而提高治疗效果和患者满意度[8]。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减压病治疗中高压氧护理效果的观

察与护理体会的总结，得出以下结论：高压氧治疗在减

压病的康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能够显著改善患

者症状，促进组织修复，提高生活质量。个性化的护理

措施、有效的心理护理以及严谨的并发症预防策略，对

于保障治疗效果、减轻患者痛苦、提高护理满意度具有

重要意义。护理人员在高压氧治疗过程中应密切关注

患者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护理方案，确保治疗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随着护理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经验的积累，高

压氧治疗在减压病及其他相关疾病中的应用前景将更

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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