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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调查研究驻不同海拔地区军官兵血氧饱和度和心率的差别!以及高海拔地区官兵随军龄增长!心率和血氧饱

和度"

,@+

0

#的变化规律%方法
!

使用血氧仪测得驻不同海拔地区
$.$;

名官兵的
,@+

0

和心率资料!按照海拔不同将资料分为
5

组进行对比%并按照官兵的年龄不同将体检资料分为
5

组进行对比%结果
!

海拔越高!

,@+

0

越低!心率越快%随年龄增大!

,@+

0

没有差别!但是心率减慢%结论
!

高海拔地区驻军缺氧状况随着海拔的升高而逐渐严重!但是随着入驻时间的延长!机体能够逐

渐适应缺氧的环境%

关键词#高海拔&血氧测定法&心率&军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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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氧饱和度是反映机体缺氧程度的重要指标#严重的低氧

血症会产生严重的高原反应'

$

(

)采用无创性血氧饱和度

$

,@+

0

%测定#是高海拔地区测定人体缺氧状况的简便而特异

的指标#

,@+

0

的变化对评价人体缺氧状况有重要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0'$$

年
%

月为驻高海拔的某部现役军人进

行巡诊体检#取得了驻不同海拔地区的
$.$;

名官兵
,@+

0

和

心率资料)官兵全部为汉族#平均年龄
051.

岁#最大
..

岁#最

小
$&

岁)上高原时间最短
'1%

年#最长
0/

年)

@1A

!

分组方法

@1A1@

!

按照官兵驻地海拔高度不同将体检资料分为
0'''

!

5'''(

组#

%

5'''

!

.'''(

组和
%

.'''

!

%'''(5

组)将

5

组官兵之间的
,@+

0

和心率进行对比)

@1A1A

!

按照官兵的年龄不同将体检资料分为小于或等于
0'

岁组#

%

0'

!

0%

岁组和大于
0%

岁
5

组)将
5

组官兵之间的

,@+

0

和心率进行对比)

@1B

!

统计学处理
!

用
,>@>@

统计软件#数据以
(b?

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以
!

$

'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1@

!

不同海拔组官兵之间
,@+

0

比较
!

海拔越高#

,@+

0

越低#

5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见表
$

)

A1A

!

不同海拔组官兵心率比较
!

海拔越高#心率越快#

5

组间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见表
0

)

A1B

!

不同年龄组官兵
,@+

0

比较
!

不同年龄组官兵
,@+

0

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见表
5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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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不同海拔高度官兵
,@+

0

的差异&

P

$

(b?

'

组别
$

,@+

0

0'''

!

5'''(

组
%$/ 651.&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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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5;&

;61$6b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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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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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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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0'''

!

5'''(

组比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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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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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组比较)

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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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不同海拔高度官兵心率的差异&次)分$

(b?

'

组别
$

心率

0'''

!

5'''(

组
%$/ &/1'6b$.1.6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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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5;& ;'1%/b$%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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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 ;.10;b$%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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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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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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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组比较&

*

!

!

$

'1'%

#与
%

5'''

!

.'''

组比较)

A1C

!

随着官兵年龄增大$也就是随入藏时间的延长%#心率越

来越慢#大于
0%

岁组与小于或等于
0'

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1'%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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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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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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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官兵之间心率的差异&次)分$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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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心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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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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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洲和王引虎'

0

(研究认为#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大气

氧分压逐渐下降#

,@+

0

随之降低#机体缺氧更加严重#以上观

点和本研究的结果一致)这主要是由于在高海拔地区#空气中

的氧分压比较低#氧弥散的驱动力#即肺泡与肺毛细血管之间

的氧分压差明显小于平原地区#以致在短时间内氧不能完全弥

散到毛细血管中#造成
,@+

0

下降)

心率是评价机体高原缺氧程度和对高山低氧环境习服能

力的重要指标'

5

(

)随着海拔升高#

,@+

0

降低#但是心率却明显

增加#这是心血管系统为适应高原而发生的代偿性机能增强的

表现)缺氧引起心率增快的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有人认为缺氧

可刺激颈动脉和主动脉体化学感受器#反射性地引起心率增

快&也有人认为缺氧引起的化学感受性反射的效应主要是呼吸

加深加快'

.

(

&还有学者临床试验证明#缺氧引起的心率加快#可

能与抑制迷走神经张力有关)本研究与以往某些小样本研究

虽然结论一致#但是心率却明显快于某些研究的数值'

%

(

)

在本研究中#随着海拔的升高#心率逐渐加快#但
,@+

0

水

平并未升高或者保持在低海拔地区的水平)在海平面地区#肺

泡与毛细血管之间氧分压差为
;1'KO@

#海拔每升高
$'''(

#

其数值下降
$1'KO@

'

/

(

#这导致了氧弥散能力的下降#进而使

,@+

0

下降)而心率加快可使单位时间内肺泡的血流量增加#

即等效地使单位时间内机体的摄氧量增加#从而提高
,@+

0

水

平)但经过负反馈调节后#

,@+

0

并未达到低海拔的水平)这

提示随着海拔的升高#冠状动脉的
,@+

0

下降#导致心肌功能

减退#每搏输出量减少#心率加快并不能使单位时间摄氧量增

加或保持不变#综合的结果是心率加快#但
,@+

0

仍下降)

由于官兵大都是
$;

岁应征入伍进藏#所以#年龄越大#即

官兵入藏时间的越长)随着年龄的增加#虽然
,@+

0

没有变

化#但是心率逐渐减慢#提示机体对缺氧环境的适应)这与长

时间在高原暴露后#机体发生的一系列生理学变化#改变了其

对低氧环境的适应模式有关)对高原世居者*高原长期移居者

的
ZL

类型调查发现#

ZL

电泳图谱呈现
.

条带#即除了低海拔

地区的
ZL#$

*

ZL#0

和
ZLY5

种类型的血红蛋白外#还有另

外一种
ZL

$

ZLh

%#

ZLh

类似于胎儿早期
ZL

#对氧具有较强的

亲和力#有利于机体对低氧的适应#这种蛋白的出现可能和上

述现象有关'

&

(

)但对于入藏时间长官兵的
ZL

结构的调查#作

者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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