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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氧治疗病毒性脑炎的疗效观察及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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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病毒性脑炎患者执行高压氧治疗的具体效果。方法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5 月期间收治

的 66 例病毒性脑炎患者通过双盲法分为对照组、研究组，每组人数 33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治疗方案，研究组在

对照组之上协同开展高压氧治疗。比较两组治疗成效，对比核心症状消失时间及干预前后的相关指标变化，比较

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3.94%、并发症发生率为 6.06%，优于对照组的治疗总有效率

72.73%、并发症发生率 24.24%，组间差异 P<0.05；研究组在发热、呕吐等核心症状方面的消失时间短于对照组，

且血清 S100B 蛋白、NGF 水平及血清氧化应激反应指标优于对照组，差异 P<0.05。结论 对病毒性脑炎患者实施

高压氧治疗，更利于改善核心症状，提高治疗效果，值得临床借鉴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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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and nursing of hyperbaric oxygen treatment of viral encephal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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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effects of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viral 
encephalitis. Methods From March 2021 to May 2022, 66 patients with viral encephaliti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study group by double-blind method, with 33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nd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on top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the disappearance time of core symptoms and the changes of related indicator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and 
complication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93.94% and 6.06%, which were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72.73% 
and 24.24%, P<0.05). The disappearance time of core symptoms such as fever and vomiting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levels of serum S100B protein, NGF and serum oxidative stress response 
index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P<0.05. Conclusion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viral encephalitis is more beneficial to improve the core symptoms and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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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脑炎的起病急、病情发展快，且临床尚无

特效治疗手段，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健康。分析发现，

多数病毒性脑炎的预后不良，容易残留癫痫、智力障

碍等后遗症，十分不利患者的日常生活。因此，除采

取抗病毒、抗感染等治疗手段来控制病毒性脑炎患者

的病情以外，寻求一种合理、规范的方式促进患者恢

复脑部功能和减少后遗症也十分重要。高压氧是促进

神经康复的重要手段之一，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提高

人体内的血氧含量和氧分压，从而达到改善组织缺氧

状态，以促进体内各脏器的功能恢复。相关研究指出[1]，

对病毒性脑炎患者予以高压氧治疗，在促进患者神经

功能恢复和减少后遗症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治疗作

用。基于此，本次试验以 66 例病毒性脑炎患者为分析

对象，进一步探究高压氧的具体效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试验以海军第九七一医院军事医学特种学科收治

的 66 例病毒性脑炎患者为分析对象，研究时间为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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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至 2022 年 5 月。纳入标准：①结合症状表现、

脑脊液检查及相关影像学检查结果，确诊符合病毒性

脑炎者；②未患有其他脑部疾病者；③耐受本试验治

疗手段及药物，无禁忌证或过敏史者；④临床资料完

整真实者。排除标准：①既往存在脑外伤者；②患有

恶性肿瘤者；③患有凝血功能障碍或血液性疾病者；

④意识或认知功能异常，患有精神相关疾病者；⑤配

合度较低或中途退出试验者；⑥家属不同意参与者。

所有患者使用双盲法分为对照组、研究组，每组 33 例。

对照组男女人数各有 19：14，平均年龄（6.47±2.41）
岁，平均病程（3.51±0.64）d。研究组男女人数各有

20:13，平均年龄（6.39±2.31）岁，平均病程（3.49±
0.57）d。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间的组间差异不显著

（P>0.05），提示试验具有分析价值。本次试验在本

人及家属的知情同意下开展。 
1.2 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均执行镇静退热、降低颅压、纠正

水电解质平衡、抗感染及抗病毒等基础治疗，并开展

口腔功能的感觉训练。对照组在实施以上基础治疗措

施的同时，实施甲泼尼龙（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123319，生产单位：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规格：

500mg/瓶）的短程冲击治疗，每次使用剂量为 20mg/kg，
于 12h 内静滴完毕，每日给予患者 1 次静滴，持续给

药 3 日。研究组在实施对照组治疗措施的基础上，协

同开展高压氧治疗，具体措施为：设备选用单人医用

高压纯氧舱（批准文号：国食药监械(准)字 2012 第

3260054 号），压力参数设置在 0.08~0.15MPa 之间。

随后，开启纯氧舱对患者开展高压氧治疗，先对患者

进行 10 分钟的升压后，开展 40 分钟的稳压吸氧，后

进行 10 分钟的降压，总体时间控制在 60 分钟以内。

每日 1 次，连续治疗 14 日。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成效，其中治疗后发热、头

痛及意识障碍等核心症状基本消失，且脑脊液检查结

果显示无异常的患者为显效；治疗后发热、头痛及意

识障碍等核心症状改善，且脑脊液检查结果显示基本

正常的患者为有效；治疗后未达以上任一情况的患者

为无效；总有效率为显效与有效的患者占比之和[2,3]。

对比两组患者的核心症状消失时间。比较两组患者治

疗前后的相关指标变化，包括血清 S100B 蛋白、NGF、
MDA 及 SOD。对比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 SPSS22.0 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

采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予以卡方检验分析。

计量资料借助平均值±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予以 t
检验分析。P<0.05 为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治疗成效分析 
研究组治疗成效更优，总有效率达 93.94%，显著

高于对照组 72.73%，差异 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的核心症状消失时间分析 
研究组在发热、呕吐等核心症状方面的消失时间

短于对照组，差异 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的相关指标变化 
干预后，研究组的血清 S100B 蛋白及 NGF 水平优

于对照组，且在血清氧化应激反应方面的指标也低于

对照组，差异 P<0.05，见表 3。 
2.4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情况 
研究组发生并发症的人数少于对照组，差异

P<0.05，见表 4。 

表 1 两组患者的治疗成效分析（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33 11（33.33） 13（39.39） 9（27.27） 24（72.73） 

研究组 33 14（42.42） 17（51.52） 2（6.06） 31（93.94） 

χ2 - - - - 5.346 

P - - - - 0.021 

表 2 两组患者的核心症状消失时间分析（d，χ±S） 

组别 例数 发热 呕吐 头痛 脑膜刺激征 意识障碍 

对照组 33 3.52±0.68 5.19±0.78 6.09±0.82 3.76±0.66 6.18±0.71 

研究组 33 2.73±0.50 3.07±0.49 4.01±0.69 2.57±0.51 3.95±0.68 

t - 5.377 13.221 11.149 8.196 13.030 

P -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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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患者的相关指标变化（χ±S） 

组别 例数 
血清 S100B 蛋白（ng/L） NGF（ug/L） MDA（nmol/L） SOD（U/L）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33 1.59±0.20 0.97±0.15 0.92±0.10 0.26±0.05 21.17±4.28 14.08±2.27 71.81±7.35 98.52±10.11 

研究组 33 1.57±0.21 0.75±0.13 0.91±0.08 0.10±0.04 22.46±4.31 10.21±2.04 71.85±7.41 112.57±12.33 

t - 0.396 6.367 0.449 14.354 1.220 7.284 0.022 5.062 

P - 0.693 ＜0.001 0.655 ＜0.001 0.227 ＜0.001 0.983 ＜0.001 

表 4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情况（n，%） 

组别 例数 症状性癫痫 智力障碍 肢体运动障碍 总发生率 

对照组 33 4（12.12） 1（3.03） 3（9.09） 8（24.24） 

研究组 33 1（3.03） 0（0.00） 1（3.03） 2（6.06） 

χ2 - - - - 4.243 

P - - - - 0.039 

 
3 讨论 
病毒性脑炎是神经系统少见的急危重症之一，作

为一种颅内急性炎症性病变，可累及脑膜及脑实质受

损，严重者可导致后遗症或死亡，威胁患者生命安全，

增加家庭及社会负担[4]。分析发现，病毒性脑炎的发病

急骤，进展迅速，致残率及病死率均较高，因此采取

有效措施及时进行疾病治疗十分重要。 
临床实践发现，病毒性脑炎是一种自限性疾病，

临床尚无特效药物，治疗措施主要包括对症治疗、支

持治疗和防治并发症，同时给予患者抗病毒药物及激

素治疗，有利于抑制神经炎症反应，缓解核心症状的

同时控制病情进展。但需要注意的是，病毒性脑炎的

病情严重，后遗症多，单一应用药物治疗的效果不佳。

高压氧作为临床常用的神经康复手段，经实践证实治

疗病毒性脑炎有显著疗效，能促进脑细胞有氧代谢，

椎动脉血流增加，兴奋脑干网状激活系统，从而促进

患者脑功能恢复和昏迷苏醒，实现生命机能活动的维

持。相关研究指出[5]，临床上联合高压氧对病毒性脑炎

实施治疗的病例治愈率提高，一方面有利于改善和恢

复病损区域的氧供，促进脑细胞代谢，延缓脑功能持

续受损；另一方面对于控制颅内压也有显著作用，有

利于阻断颅高压危象与脑疝形成。张保霞,张晓[7]在研

究中明确，对病毒性脑炎患儿实施常规药物治疗的同

时，辅助使用高压氧治疗，不仅实现了治疗效果的提

升，还有效抑制了机体的氧化应激反应，促进神经功

能恢复的同时，降低了后遗症发生概率。 
本次试验结果显示，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

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核心症状消失时间

短于对照组，且干预后的血清 S100B 蛋白、NGF 水平

及血清氧化应激反应指标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

P<0.05，进一步证实，高压氧的应用有助于刺激病毒

性脑炎患者的中枢神经协同，从而促进患者实现功能

改善和机体恢复。 
综上所述，对病毒性脑炎患者执行高压氧治疗的

效果良好，值得临床借鉴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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