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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脑氧分压测定在评估脑功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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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经皮脑氧分压测定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意义。方法 采用医学

研究对比法，选取我院 2022 年 4 月-2023 年 1 月以来我院收治的 60 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按照患者

病情严重程度不同，分为轻度病变组（对照组，n=30 例）和中重度病变组（观察组，n=30 例），全部患者

均应用经皮脑氧分压测定，临床比对两组脑氧分压相关指标的变化结果。结果 观察组经皮脑氧分压相关指

标如动脉血氧分压（PaO2）、静脉血氧分压（PvO2）情况上，数值对比分别为（42.5±4.3）和（81.4±2.1）、

（31.5±2.9）和（45.6±4.0），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经皮脑氧分压测定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病情严重程度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临床可通过改善患者脑功能相关指标如 PaO2、PvO2，以为患者的疾病

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加以应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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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ignificance of percutaneous cerebral oxygen partial pressure in 
determining the severity of diabetes in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diabetic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22 to 
January 2023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mild disease group (control group, n=30 cases) and moderate and 
severe disease group (observation group, n=30 cases) according to the severity of their disease. All patients were 
tested by percutaneous partial pressure of cerebral oxygen. Clinical comparison of the results of the changes of the 
related indexes of cerebral oxygen partial pressu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relative indexes of 
percutaneous cerebral oxygen partial pressure such as arterial oxygen partial pressure (PaO2) and venous oxygen 
partial pressure (PvO2)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42.5±4.3) and (81.4±2.1), (31.5±2.9) and (45.6±4.0) 
respectively,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Conclusion It is of great clinical significance to measure the 
severity of diabetes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by percutaneous partial oxygen 
pressure. It can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the severity of diabetes patients by improving the indicators 
related to brain function, such as PaO2 and PvO2. 

【Keywords】transcutaneous cerebral oxygen partial pressure; Diabetic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To measure; Brain function 

 
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Diabetic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原因与糖尿病是心脏病

或缺血性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血管收缩与扩张不

协调，血小板粘聚，脂质在血管壁的沉积，形成高

血糖、高血脂、高粘血症、高血压，致使糖尿病心

脑血管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呈上升指数相关[1]。经皮

脑氧分压测定是局部非侵入性检测方法，可以通过

与测定位点相连的电极反映从毛细血管透过表皮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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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出来的氧气含量，进而精确评估组织的缺血程度

并指导肢体缺血的治疗。它为评估组织缺血程度提

供了量化指标，提高了诊断的敏感性与精确性。在

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测定中，对其脑功能有着一

定的效果。此次实验为探讨经皮脑氧分压测定糖尿

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意义，特采用

医学研究对比法，选取我院 2022 年 4 月-2023 年 1
月以来我院收治的 60 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信息整合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医学研究对比法，选取我院 2022 年 4 月

-2023 年 1 月以来我院收治的 60 例糖尿病心脑血管

疾病患者，全部患者均符合《糖尿病患者合并心血

管疾病诊治专家共识》的诊断标准 [《Expert 
Consensus 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abetic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2]。按照患者病

情严重程度不同，分为轻度病变组（对照组，n=30
例）和中重度病变组（观察组，n=30 例）。其中对

照组：男 21 例，女 9 例，年龄 60-75 岁，平均年龄

（65.1±1.9）岁。研究组：男 22 例，女 8 例，年龄

61-7 4 岁，平均年龄（65.0±2.0）岁。两组患者临床

资料在性别、年龄上对比差异不大，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全部患者的研究资料均经我院医学伦

理学会证实，由患者或其家属知情同意并自愿签署

治疗同意书。 
1.2 方法 
全部患者均应用经皮脑氧分压测定，临床比对

两组脑氧分压相关指标的变化结果。 
将加热的氧敏电极置于拟检测部位来测定局部

组织氧分压，了解组织血液灌注情况。经皮氧分压

监测仪 TCM400；注册证号：国食药监械（进）字

2013 第 2211629 号，直接检测。 
1.3 观察指标 
经皮脑氧分压相关指标如动脉血氧分压

（PaO2）、静脉血氧分压（PvO2）。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26.0 对两组所有研究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计数资料采用%表示，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

以（x±s）表示，用 t 检验，当 P<0.05 时，表示两

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经皮脑氧分压相关指标含量情况 
观察组经皮脑氧分压相关指标如动脉血氧分压

（PaO2）、静脉血氧分压（PvO2）情况上，数值对

比分别为（42.5±4.3）和（81.4±2.1）、（31.5±2.9）
和（45.6±4.0），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经皮脑氧分压相关指标含量比较（x±s） 

组别 例数 PaO2（mmHgL） PvO2（mmHgL） 

对照组 
观察组 

t 值 
P 值 

30 
30 
/ 
/ 

81.4±2.1 
42.5±4.3 

8.926 
0.000 

45.6±4.0 
31.5±2.9 
27.372 
0.000 

 
3 讨论 
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多为包括糖尿病心肌病

变、心血管自主神经病变、高血压以及冠状动脉心

脏病变。糖尿病患者较非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病的发

病率和病死率高 2-3 倍，无论在病因、发病机制、

病理生理、临床表现以及患病率等方面糖尿病性心

脏病均较非糖尿病冠心病更为复杂。因而在糖尿病

心脑血管疾病预测中，基于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进

行科学合理的评估，并将经皮脑氧分压测定作为重

要依据在患者的诊断中加以实施。 

上文的结果中，观察组经皮脑氧分压相关指标

如动脉血氧分压（PaO2）、静脉血氧分压（PvO2）

情况上，数值对比分别为（42.5±4.3）和（81.4±2.1）、
（31.5±2.9）和（45.6±4.0），有统计学意义（P<0.05）。
既往研究在本论题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脑电双

频谱指数监测可减少麻醉剂量、降低 POCD 及不良

反应发生率、提高苏醒质量；经皮氧/二氧化碳分压

监测技术具有无创、动态、实时、灵敏的监测通气

氧合及微循环灌注的优点；凸显在该治疗措施应用

后，在患者的苏醒时间、拔管时间及血流动力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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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认知功能障碍（POCD）发生率（9.8%和 31.4%）

明显更低；TcPO2 与 PaO2、SpO2、TcPCO2与 PaCO2

有良好的相关性[3]。采用头部亚低温联合高压氧治

疗能快速有效改善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临床症状及

生命体征，与单纯使用头部亚低温治疗重型颅脑损

伤相比，该方法更能降低患者的死亡率及致残率，

改善生活质量，是一种快速有效的康复方法；治疗

后的患者 GCS、FIM 评分、经皮血氧饱和度及动脉

血气氧分压均明显提高（t=4.602、6.595、5.594、
4.629）；康复效果 GOS 分程度更优[4]。对于 ICU
中自发性脑出血术后机械通气患者采用芬太尼镇痛

联合咪达唑仑镇静，效果较好，可加快康复进程，

稳定呼吸循环系统状态，且不良反应较少；还在起

效用时、苏醒用时、苏醒后 15 min 疼痛程度[视觉模

拟评分（VAS）]，用药后 2 h 呼吸循环功能[平均动

脉压（MAP）、心率（HR）、经皮动脉血氧饱和度

（SpO2）、动脉血氧分压（PaO2）]，比较两组机械

通气时间、ICU 住院时间、总住院时间及不良反应

差异突出[5]。 
结合上文表 1 的研究结果，表明了糖尿病微血

管病变可降低毛细血管的血流量，从而降低微循环

的氧含量，经皮氧分压（TcPO2）测定可较好的反应

糖尿病患者微循环状态，尽早、及时、快捷判定糖

尿病患者有无微血管病变等慢性并发症。综合本研

究的检测实践表明，临床上通过经皮氧分压监测仪

主要用于无创性监测从毛细血管血流中溢出的局部

氧气压力，是国际公认的肢体微循环缺血性病变检

测系统。所谓经皮氧分压（TcPO2）是作为一种判断

组织微循环状态的无创检查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临

床，可用于早期发现糖尿病足风险、评估创伤的愈

合过程、决定截肢平面、评估高压氧的治疗疗效等。

经皮氧分压监测不仅能反映皮肤组织细胞的实际氧

供应量及大循环的情况，还能直接反映微血管功能

状态，有效判断下肢动脉病变、毛细血管病变所致

的缺血缺氧。可用于诊断下肢动脉硬化闭塞、早期

发现糖尿病足溃疡的风险以及评估足溃疡愈合的预

后、确定截肢平面、监测病情的变化。 
综上所述，经皮脑氧分压对糖尿病心脑血管疾

病患者有着极高的诊断效应，脑氧分压表达水平越

高、提示患者病况越严重，可作为疾病诊断的有效

依据加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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