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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压氧医学基础与临床》根据高压医学的特点，共分三部分：上篇基础理论部分：主要介绍涉
及高压氧的气体理论、高压氧对人体的生理影响、高压氧的副作用以及高压氧适应证。
中篇介绍高压氧舱及其附属设施的结构和原理，高压氧舱的维护与管理。
下篇为临床部分：作者在临床实践中，深感基础理论指导临床工作的重要性，所以着重介绍疾病的发
病机制、高压氧的治疗机制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并着重介绍压氧的治疗效果。
详细介绍了作者在多年临床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便于广大同行引以为鉴。
　　《高压氧医学基础与临床》适用于从事高压氧学专业的医师、护士、工程技术人员学习。
适用于其他学科的医师、医学院校师生的参考。
适用于高压氧舱设计、制造的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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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春锦，1969年9月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医疗系。
从事医、教、研工作近四十年，有丰富的临床、科研、教学经验。
出版专著十四部，发表论文百余篇，获多项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1996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7年获法兰西共和国勋章。
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高压氧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北京市高压氧医学治疗研究中
心主任。
中华医学会高压氧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分会高压氧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航海医学与
高气压医学杂志》副主编。
杨捷云，1960年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
从事内科、神经和高压氧科近50年。
有丰富的临床、教学和科研经验。
曾发表多篇论文并获奖。
上世纪90年代，曾主持编辑“高压氧医学杂志”。
先后参与和主持编写多本专著。
1996年退休被反聘，迄今仍坚持在高压氧临床和教学阵地上。
翟晓辉，硕士研究生，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急诊急救专业的研究，参编《急诊医学》专升本、《急
诊医学》五年制、《急诊医学》研究生等卫生部规划教材的编写；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篇；
参加过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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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基础理论部分第一章 高压氧医学简史第二章 气体物理学的基本概念第三章 空气、氧气、二氧化
碳在体内的过程第四章 惰性气体在体内的过程第五章 高压氧的生理作用（上）第六章 高压氧的生理
作用（下）第七章 高压氧的副作用第八章 高压氧治疗适应证、急病、禁忌证中篇 高压氧舱的构造及
使用第一章 高压氧舱及附属设施的构造第二章 高压氧舱的操作方法第三章 高压氧舱内的技术操作、
护理及消毒隔离第四章 高压氧舱的安全和紧急抢救第五章 高压氧科的组建和规章制度第六章 高压氧
（舱）工作人员的医务保障下篇 临床部分第一章 脑复苏、休克、肺水肿、脑水肿等的高压氧治疗第
二章 职业病第三章 一氧化碳中毒第四章 神经系统疾病第五章 脑血管病第六章 脑、脊髓创伤第七章 呼
吸系统疾病第八章 循环系统疾病第九章 消化系统疾病第十章 内科其他系统疾病第十一章 外科系统疾
病第十二章 妇产科疾病第十三章 儿科疾病第十四章 眼科疾病第十五章 耳鼻咽喉科疾病第十六章 口腔
科疾病第十七章 皮肤科疾病第十八章 高压氧与恶性肿瘤第十九章 放射病的高压氧治疗第二十章 高压
氧在运动医学中的应用第二十一章 老年疾病与高压氧治疗附录 文献上常用的度量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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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高压氧医学简史地球的寿命约45亿年，最初地球上仅有岩石、水以及由甲烷、氨气、硫化氢和
水蒸气组成的稀薄气体。
日光中强大的紫外线直射地面，使生物无法在地球表面生长，直至30亿年前才在水中出现单细胞生物
——藻类。
在漫长的岁月里，紫外线照射大气中的水蒸气，水分子被分解产生氧气；水中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也产
生氧气，使大气中氧气逐渐积累、增多，产生臭气并形成了臭氧层，遮挡了大部分紫外线。
4亿多年前水中的生物终于爬上陆地，并慢慢地进化。
3亿年前大气的成分已经接近了现代的水平。
人类在含21％氧、1个大气压（ATA）的空气中生存了几亿年，早已适应了这种环境。
所以，富氧和缺氧对人均不利。
自然界中，只有在水下才存在高气压环境。
而古代人类不会营造高气压环境，所以只有潜水才能接触到高气压。
最早的记载是公元前4500年，人们潜水从海底打捞沉船中的货物，其潜水深度为20-30m，每次潜水在
水下，借导管从水面上呼吸空气。
公元前300年，Aristotle首先报道了潜水员潜水时引起鼓膜破裂。
公元1637提，我国出版的《天工开物》一书中，对潜水病的症状和治疗方法作了详细的记载。
西方最早见于文字记载是1820年，俄国的Hemell系统的描述了潜水作业出水后发生减压病的症状。
人类就是在生活劳动中接触水，在潜水过程中接触高压环境，发生减压病，逐渐积累经验，最后出现
了潜水学和潜水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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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压氧医学基础与临床》适用于从事高压氧医学专业的医师、护士、工程技术人员学习，适用于其
他学科的医师、医学院校师生的参考、适用于高压氧舱设计、制造的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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