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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氧治疗患者的营养支持与护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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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本文旨在明确高压氧治疗患者的营养需求，并探讨有效的护理策略，以提高治疗效果和患者的

生活质量。方法 选取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病人 50 例，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25 例，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进行安全护理模式，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的满意度评分及护理评

分。结果 观察组患者较对照组护理后满意度评分及心里评分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针对高压

氧治疗患者，实施合理的营养支持和细致的护理策略是必要且有效的。这不仅可以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提高治

疗效果，还能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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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is paper aims to clarify the nutritional requirements of patients treated with hyperbaric 
oxygen, and explore effective nursing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Methods 
Fifty patients who received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January 2024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25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hil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safe nursing mode. The satisfaction scores and nursing scores after nurs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atisfaction scores and psychological scores after nursin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and effective to implement reasonable nutrition support and meticulous nursing strategy for 
patients with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This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nutritional status of patients,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but als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car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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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医疗领域，高压氧治疗已成为一种重要的

治疗手段，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过程中[1]。随着

治疗时间的延长，患者的营养状况与护理需求也逐渐

凸显其重要性。 
本文旨在探讨高压氧治疗患者的营养支持与护理

策略，以期为临床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指导。通过对

高压氧治疗患者营养需求的深入分析，结合当前护理

实践，本文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营养支持与护理措

施，旨在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通过不断优

化和完善这一领域的策略，为患者带来更为显著的益

处。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时间段在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期间收治

的高压氧治疗患者 50 例，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25 例。

对照组年龄跨度从 25 至 68 岁，平均年龄为（47.89±
3.61）岁；观察组年龄范围在 24 至 69 岁之间，平均年

龄为（47.95±3.57）岁；通过统计分析，两组患者在年

龄上未见显著差异（P>0.05），显示出良好的可比性，

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本研究患者知情，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 
纳入标准：①患者年龄应在 18 岁及以上。②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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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明确诊断为需要高压氧治疗的疾病，如脑损伤、一氧

化碳中毒等。③患者接受高压氧舱治疗时间一定要保

持在 10 小时之上；④患者或其法定监护人需签署知情

同意书，同意参与本项研究。 
排除标准：①低于 18 岁的患者。②因其生理和心

理发育尚未成熟。③存在高压氧治疗禁忌症的患者，如

未控制的癫痫、气胸等。④预计在治疗周期内无法持续

进行高压氧治疗的患者，如计划进行手术或其他可能

影响营养状况的治疗。⑤存在严重认知障碍，无法配合

营养评估及护理的患者。⑥拒绝签署知情同意书或不

愿配合研究的患者。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标准的高压氧治疗，即按照既定

的治疗规程和参数进行高压氧治疗，包括治疗时间、压

力和氧气浓度等。在高压氧治疗期间将接受常规饮食

指导，确保摄入足够的热量和营养素。营养师将根据患

者的饮食习惯和营养需求，提供合理的饮食建议。对照

组患者将接受常规的护理措施，包括病情观察、生命体

征监测、药物管理等。护理团队将确保患者在治疗期间

的安全和舒适。 
观察组患者在接受与对照组相同的高压氧治疗基

础上，将额外实施个体化的营养支持和护理策略。在患

者入组时和治疗期间，将进行定期的营养评估，以了解

患者的营养状况和需求。根据患者的营养评估结果和

饮食习惯，制定个性化的饮食计划，确保患者摄入足够

的热量、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素。对于营养

摄入不足的患者，将提供适当的营养补充剂或肠内营

养支持。针对高压氧治疗可能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焦虑，

护理团队将提供心理支持和安慰，帮助患者保持积极

的心态。根据患者的病情和身体状况，制定个性化的康

复锻炼计划，以促进患者的康复和恢复。加强患者并发

症的监测和预防，如压疮、感染等，确保患者在治疗期

间的安全和舒适。 
观察项目：设计满意度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应包括

患者对高压氧治疗过程、营养支持（如饮食计划、营养

补充等）以及护理服务（如态度、专业性、及时性等）

的满意度评价。问卷应采用易于理解的语言，并设置合

适的评分系统（如五级评分制）。在患者完成一个治疗

周期（通常为 10-14 天）后，将满意度调查问卷发放给

患者或其家属，并解释问卷的填写方法和注意事项。确

保患者或其家属在充分了解问卷内容后，自愿填写问

卷。问卷填写完成后，及时回收并整理数据。 
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数据分析，计算各项指标的满

意度得分，并绘制柱状图或饼图等图表，直观地展示患

者满意度情况。根据分析结果，对治疗方案和护理策略

进行持续改进。护理评分旨在全面、客观地评估高压氧

治疗患者的护理质量和效果，为护理策略的持续改进

提供依据。护理评分将围绕以下几个关键方面展开。 
包括洗漱、更换衣物和床单等个人卫生习惯的评

分，以及卫生情况的整体评价。 
评估患者的饮食摄入情况，包括饮食种类、摄入量

和饮食习惯等。评价患者的排尿和排便情况，包括排泄

频率、排泄量和排泄方式等，评估患者的体位是否正确，

是否有压疮和肌肉萎缩等情况。评价患者的活动能力

和活动范围，包括起床活动、步行和运动等情况。评估

患者的皮肤情况，包括皮肤干燥、瘙痒、破损和疼痛等

情况。评价患者在治疗期间的心理状态，包括焦虑、抑

郁等心理问题的处理情况。 
5 分：表示护理质量和效果非常好，完全符合标准

或超出预期。 
4 分：表示护理质量和效果较好，大部分符合标准。 
3 分：表示护理质量和效果一般，部分符合标准，

但存在可改进之处。 
2 分：表示护理质量和效果较差，不符合标准，存

在较多问题。 
1 分：表示护理质量和效果非常差，严重不符合标

准，需立即改进。 
由责任护士在患者治疗期间定期收集相关数据，

如记录患者的个人卫生习惯、饮食摄入情况、排泄情况

等。责任护士根据收集到的数据，对照评分标准对每个

评分项目进行打分。打分过程中应确保客观公正，避免

主观臆断。将评分结果详细记录在护理评分表中，包括

每个评分项目的得分和总分。定期对评分结果进行分

析，了解护理质量和效果的整体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并提出改进措施。将评分结果和改进措施及时

反馈给相关护理人员和患者家属，共同推动护理质量

的提升。 
向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发放问卷。由研究者向患

者讲解问卷的填写方法、规则以及注意事项，确保患者

能够准确理解并填写问卷。让患者独立完成问卷的填

写，如有疑问，可随时向研究者提问。在患者完成问卷

后，及时回收问卷。 
确保问卷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有效判断：总有效率 

=（非常满意 + 满意）/ 总例数×100%。对患者护理

后情况进行评分，90-100 分为非常满意、60-90 分为满

意、60 分以下为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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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统计学处理 
本文对所测数据使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实施统

计学的计算分析。使用 t 检验用(  x͞±s）代表计量资料，

用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将 P<0.05 作为差异指

标。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效果对比 
观察组护理后，患者十分满意人数明显多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护理评分比较 
观察组护理后， 患者十分满意人数明显多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效果对比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有效率 

观察组 25 23 1 1 96 

对照组 25 18 1 6 68 

χ2  0.237 11.196 0.233 1.232 

p  ＜0.05 0.78 ＜0.05 ＜0.05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护理心理状态评分 护理心理质量评分 

观察组 25 58.2±1.6 98.5±1.6 

对照组 25 47.2±1.6 75，6±1.6 

χ2  0.466 2.19 

p  ＜0.05 ＜0.05 

 
3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接受高压氧治疗并结合我们设计

的营养支持与护理策略的观察组患者在临床效果上表

现出了显著的优势。这一结果不仅体现在整体治疗满

意度的提升上，更在多个具体治疗指标上得到了体现。

这种优势可能来源于高压氧治疗本身。高压氧治疗能

够通过提高组织中的氧分压，增强氧的扩散能力和氧

的储备量，从而改善组织细胞的缺氧状态，促进受损组

织的修复和再生[2]。此外，高压氧还能促进侧支循环的

建立和开放，改善微循环，减轻组织水肿，抑制厌氧菌

生长和毒素产生，对多种疾病的治疗都具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单纯的高压氧治疗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3]。研

究中发现，通过为观察组患者提供个性化的营养支持

和全面的护理策略，可以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这种营

养支持与护理策略不仅关注患者的生理需求，还充分

考虑了患者的心理和社会需求，为患者提供了一个全

方位的治疗环境。 
在护理评分方面，观察组的护理评分、心理状态评

分和质量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这一结果充分说明

了我们设计的营养支持与护理策略的有效性。为患者

提供了个性化的营养支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为其

制定了个性化的饮食计划，确保了患者能够获得足够

的营养支持，提高了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这样个性化

的营养支持有助于患者的康复，还能够提高患者的治

疗满意度。为患者提供了全面的护理策略。护理团队关

注患者的生理需求，还充分考虑了患者的心理和社会

需求。研究中为患者提供了心理支持、疼痛管理、康复

锻炼等多方面的护理服务，确保了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能够得到全方位的照顾。全面的护理策略提高了患者

的治疗舒适度，还增强了患者的治疗信心，从而进一步

提高了治疗效果。 
高压氧治疗结合个性化的营养支持与护理策略能

够显著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和满意度。这一研究结果

为高压氧治疗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临床护理

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高压氧治疗是一种在超过常

压的环境下，让患者呼吸纯氧或高浓度氧以治疗缺氧

性疾病和相关疾患的方法。高压氧治疗能够迅速提高

血氧含量，改善或纠正组织缺氧，防止或减轻缺氧性损

害的发生和发展。这种治疗可以确保细胞得到充分的

氧气供应，从而进行有氧代谢，减少变性和坏死[4-6]。

高压氧具有广谱的抗菌作用，能够抑制厌氧菌的生长，

还能够对需氧菌产生抑制作用。这种抗菌作用有助于

减少感染的风险，促进伤口的愈合。高压氧使水肿部位

的动脉收缩，减少局部的血容量，从而减轻水肿。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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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动脉血减少，但由于血中的氧含量很高，进入组织

的氧仍然是增加的。高压氧能够增加血肿周围受损细

胞的供氧量，加速受损细胞的恢复[7]。它还能加速血肿

清除、胶原纤维和毛细血管再生，以及损伤的修复。对

于脑部缺氧、脑外伤、一氧化碳中毒、脑出血、脑梗死

等患者，高压氧治疗能够增加脑组织的氧含量和氧储

存量，改善脑组织和周围组织的缺氧状况，促进疾病的

恢复[8]。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这种治

疗模式在不同疾病中的应用效果，以期为患者提供更

加优质、高效的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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