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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进高海拔地区血氧饱和度和心率变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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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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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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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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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内科!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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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观察平原人员急进高海拔地区后血氧饱和度&心率的变化!为高原地区医学救援提供参考'方法
!

受试者从

平原地区"海拔
0%%3

%出发!出发前测定血氧饱和度&心率!乘飞机到达海拔
0'%%3

地区时测定血氧饱和度&心率$之后乘车到达

海拔
'1%%3

目的地后动态连续监测血氧饱和度&心率!分别在到达后第
$

!

-

天测定血氧饱和度&心率$受试者在海拔
'1%%3

地

区适应
$

周后乘车复返海拔
0'%%3

地区!再次测定血氧饱和度&心率'结果
!

进入海拔
0'%%

&

'1%%3

地区后血氧饱和度明显

下降!与平原地区血氧饱和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进入海拔
'1%%3

地区后第
)

&

-

天血氧饱和度与第
$

天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2

%'受试者乘飞机到达海拔
0'%%3

地区和乘车复返海拔
0'%%3

地区的氧饱和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2

%!心率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结论
!

随着海拔的增高!动脉血氧饱和度随之下降!平原人员急进海拔
'1%%

3

地区第
)

天能初步适应!在较低海拔地区短时间适应后再进入高海拔地区人体能更好地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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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拔
'%%%3

以上的高原#随着海拔的升高#大气压降

低#吸入气中的氧分压降低#人体的血氧饱和度也随之降低)

血氧饱和度是反映人体是否缺氧及缺氧严重程度的敏感指标)

本文观察平原人员急进高海拔地区后短时间内血氧饱和度*心

率的变化#旨在为医务工作者进入高原地区进行紧急医疗支援

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参加受试者为
$)

名医务工作者#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12

!

2$

岁)受试者在去高海拔地区前经过全

面体检#无心肺疾病)

=&>

!

方法
!

受试者从平原地区$海拔
0%%3

&出发#出发前测

定血氧饱和度*心率#乘飞机到达海拔
0'%%3

地区时测定血

氧饱和度*心率%之后乘车到达海拔
'1%%3

目的地后动态连

续监测血氧饱和度*心率#分别在到达后第
$

!

-

天测定血氧饱

和度*心率#每次均在安静休息
$23#,

后测定)受试者在海拔

'1%%3

地区适应
$

周后又乘车复返海拔
0'%%3

地区再次测

定血氧饱和度*心率)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F5F(&1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

以
GJ?

表示#不同海拔间血氧饱和度和心率值差异采用方差

分析#各时间点间血氧饱和度和心率值差异采用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海拔
0'%%3

的两组氧饱和度和心率差异采用
8

检验)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不同海拔血氧饱和度和心率的比较
!

海拔
0'%%

*

'1%%

(%)0

重庆医学
1%$2

年
$$

月第
00

卷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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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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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血氧饱和度与平原地区$海拔
0%%3

&相比#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

$

%&%2

&)海拔
0'%%3

地区心率与平原地区

$海拔
0%%3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而海拔
'

1%%3

地区心率与平原地区$海拔
0%%3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2

&)海拔
0'%%3

与海拔
'1%%3

地区的血氧饱

和度和心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2

&#见表
$

)

表
$

!!

不同海拔血氧饱和度和心率的比较%

GJ?

&

海拔 血氧饱和度$

P

& 心率$次"分&

0%%3 (-&'/J$&2% /-&$'J$1&/%

0'%%3 /1&2)J0&00

;

()&-2J$$&'(

;

'1%%3 //&$(J$&01

;=

/2&2)J$&-0

?=

!!

;

!

!

$

%&%2

#与海拔
0%%3

比较%

?

!

!

%

%&%2

#与海拔
0%%3

比

较%

=

!

!

$

%&%2

#与海拔
0'%%3

比较)

>&>

!

进入海拔
'1%%3

地区后不同时间点间血氧饱和度和心

率的比较
!

进入海拔
'1%%3

地区后前
2!

的氧饱和度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2

&)而第
)

*

-

天血氧饱和度和进入第
$

天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进入海拔
'1%%3

地区

后各时间点之间心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见

表
1

#图
$

*

1

)

表
1

!!

进入海拔
'1%%3

地区各时间点间

!!!

血氧饱和度和心率的比较%

GJ?

&

时间 血氧饱和度$

P

& 心率$次"分&

第
$

天
//&$(J$&01 /2&2)J$$&-0

第
1

天
//&'/J1&)/ /0&2)J/&1)

第
'

天
/(&$'J$&)' /1&-2J/&%1

第
0

天
/(&%)J1&$$ /)&//J/&$%

第
2

天
/(&'$J1&'% /2&)(J(&/0

第
)

天
(%&)(J$&)1 /'&)'J(&%%

第
-

天
(%&/$J$&2) /1&%)J/&'$

图
$

!!

进入
'1%%3

海拔地区不同时间点血氧饱和度

图
1

!!

进入
'1%%3

海拔地区不同时间点心率

>&?

!

乘飞机*乘车复返海拔
0'%%3

地区的氧饱和度和心率

的比较
!

受试者乘飞机到达海拔
0'%%3

地区和乘车复返海

拔
0'%%3

地区的氧饱和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心

率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见表
'

)

表
'

!

乘飞机'乘车复返海拔
0'%%3

地区的氧饱和度

!!

和心率的比较%

GJ?

&

到达方式 血氧饱和度$

P

& 心率$次"分&

乘飞机
/1&2)J0&00 ()&-2J$$&'(

乘车
/)&2%J'&'( (%&2)J$0&1/

?

!

讨
!!

论

!!

血氧饱和度是指血红蛋白与氧结合的百分数#是反映人体

是否缺氧的敏感指标)血氧饱和度主要取决于血氧分压#目前

研究认为#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大气氧分压逐渐下降#血氧饱

和度随之降低#机体缺氧更严重'

$

(

)人体急进入高海拔地区后

身体会出现一系列代偿反应#血氧饱和度可以反映机体应激*

适应的过程#本研究主要观察人体急进高原后短时间内血氧饱

和度和心率的变化#探索人体在高原短期适应的过程#为医务

人员对高原地区医学救援提供参考依据)

本研究中#人体进入海拔
0'%%3

地区后血氧饱和度急速

下降#与平原地区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在海拔

'1%%3

地区的血氧饱和度与平原地区*海拔
0'%%3

地区相

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2

&)上述数据表明随着海拔

的增高#动脉血氧饱和度随之下降)进入海拔
0'%%3

地区后

心率明显较平原地区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与

之前的文献报道一致'

1.0

(

)目前#认为心率增快的主要原因是

低氧反射性兴奋交感神经所致'

2

(

)

Q;#,+G"D9<

等'

)

(的研究表

明低压*低氧对人体的影响不仅取决于海拔的高度#也取决于

上升的速度)本组研究中受试者从平原地区飞行至海拔
0'%%

3

地区#海拔高度高#上升速度快#因此心率增加明显)而受试

者到达
0'%%3

地区后乘车到达海拔
'1%%3

地区#从高海拔

到相对较低的海拔地区#机体有适应的过程)受试者乘车到达

海拔
'1%%3

的心率与平原地区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可能与上述原因有关)在本研究中#乘飞机到达海拔

0'%%3

地区后血氧饱和度为$

/1&2)J0&00

&

P

)而受试者在

海拔
'1%%3

地区适应
$

周后再次乘车复返海拔
0'%%3

地区

时血氧饱和度为$

/)&2%J'&'(

&

P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另外也有文献报道'

-

(

#乘火车到达海拔
0)%%3

地区

时血氧饱和度为
/-&$2J'&)'

#表明乘车从平原地区到达高海

拔地区机体逐渐适应#而骤然乘飞机到达高海拔地区无适应过

程#因此血氧饱和度更低)本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

/.(

(表明通

过乘车到达高原地区或者在较低海拔地区短暂适应后再到达

更高海拔地区都能增强人体对低氧环境的适应能力)

金海英'

$%

(的研究表明#急进高原后
-!

可以达到静态下初

步习服)而在本研究中#受试者进入海拔
'1%%3

地区后第
)

*

-

天氧饱和度与进入第
$

天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可以表明受试者初步适应#与相关的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进入
'1%%3

海拔地区后#动态连续监测心率的变化#心

率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

综上所述#血氧饱和度是反映人体缺氧程度和对环境适应

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中受试者进入海拔
0'%%3

*

'1%%3

地

区后血氧饱和度明显降低#表明随着海拔的增高#动脉血氧饱

和度随之下降)平原人员进入海拔
'1%%3

地区第
)

天初步

适应)在较低海拔地区短时间适应后再进入高海拔地区人体

能更好地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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