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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医学背景下高压氧舱护理管理模式的创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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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军事医学的快速发展，高压氧舱护理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高压氧舱护理质量直接影响着

部队官兵的身心健康，也影响着部队战斗力建设。随着我军野战条件下训练强度、时间、任务不断增加，尤其是

新装备列装后，在装备维修保障、使用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推进，医院内各科室之

间的业务融合日益紧密，高压氧舱护理管理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我院护理部针对高压氧舱护理管理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结合任务特点和部队实际需求，积极探索创新高压氧舱护理管理模式，以进一步提高

高压氧舱护理质量，为部队官兵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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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exploration of nursing management mode in hyperbaric oxygen chamb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ilitary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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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medicine, the importance of hyperbaric oxygen chamber nursing 
work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quality of hyperbaric oxygen chamber nursing directly affects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troops and the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the troops.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in the intensity, 
time and tasks of our army's training under field conditions, especially after the new equipment is put into service,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equipment maintenance and support, use and managemen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medical 
system reform, the business integration between various departments in the hospital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lose, and 
the hyperbaric oxygen chamber nursing management work faces new challenge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nursing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has actively explored and innovated the hyperbaric oxygen chamber nursing management model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hyperbaric oxygen chamber nursing management work,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sks and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troops,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yperbaric 
oxygen chamber nursing and provide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medical support for the troops. 

【Keywords】Military medicine; Hyperbaric oxygen chamber; Nursing management model; Innovative exploration 
 
高压氧舱是临床上应用最广泛的高压氧治疗设备

之一，可以为患者提供持续加压的低氧环境，改善机体

缺氧状态，增加血液含氧量，进而提高机体免疫力和抗

病能力，促进损伤组织修复。高压氧治疗具有快速、高

效、安全、经济等特点，是目前临床上治疗脑卒中、脑

外伤、脑癌及其他神经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1]。高压氧

舱作为医院常规医疗设备，其管理工作也具有特殊性。

由于高压氧舱为精密设备，且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着潜

在风险和安全隐患，因此，如何保证设备的安全运转是

高压氧舱护理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1 规范管理流程，构建安全体系 
1.1 合理分工明确职责 
根据高压氧舱的特点，我院护理部明确了高压氧

舱使用管理流程。明确责任部门，分别是高压氧舱使用

科室、设备科和检修中心；明确管理权限，包括操作权

限、技术权限和维修权限；明确责任划分，包括设备设

施日常管理、专业培训和操作流程；明确工作流程，包

括操作前的准备工作、操作中的配合动作、操作后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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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项目和标准。 
1.2 健全设备维护保养制度 
我院护理部制定了《高压氧舱维护保养制度》，并

编制了《高压氧舱维护保养流程图》。明确规定每个月

对氧舱进行全面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整改；每季度对

氧舱进行全面维护保养；每半年对氧舱进行全面维护

保养。 
1.3 定期进行人员培训 
在使用前必须对所有操作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

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高压氧舱基本知识、常用设备维

修方法、安全操作规程，通过培训使操作者熟悉设备性

能、操作方法及安全注意事项[2]。建立人员定期考核机

制，确保操作人员具备岗位知识和技能。 
1.4 加强技术防护措施 
为确保高压氧舱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我院护理部

制定了《高压氧舱安全管理制度》《高压氧舱操作流程》

《高压氧舱环境管理制度》《高压氧舱感控管理制度》

等一系列相关制度，并对氧舱设施设备的安全、维护保

养、安全运行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严格按照操作流

程进行日常工作，定期检查氧舱环境质量和安全保障

措施。 
1.5 强化安全教育 
加强对氧舱操作人员的安全教育和专业培训。我

院护理部组织了多次培训，详细讲解了高压氧舱的基

本知识、设备的保养维护、急救处置等相关内容，使操

作者了解和掌握高压氧舱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以及

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理措施。通过开展安全教育和培

训，使操作人员牢固树立了“安全第一”的理念，不断

增强了对高压氧舱感控管理知识的认识和了解。 
2 完善规章制度，确保高效运行 
2.1 建立高压氧舱应急预案，定期演练 
我院制定了高压氧舱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提高官兵的应急意识和应变能力。每次舱内发生紧急

情况，按照预案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进行

抢救，并及时向上级报告。 
2.2 完善规章制度，做到有章可循 
我院制定了《高压氧舱设备管理办法》《高压氧舱

工作流程》等规章制度，并要求各科室严格执行。在设

备管理方面制定了《高压氧舱设备管理办法》《高压氧

舱设备操作规程》等制度；在护理管理方面制定了《高

压氧舱护理工作制度》《高压氧舱室交接班制度》等规

章制度；在人员管理方面制定了《高压氧舱工作人员守

则》《高压氧舱护士岗位职责》等规章制度。 

2.3 加强业务培训，提升专业素养 
为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水平和业务素质，我

院组织了多期高压氧舱室专业技术培训班，聘请军内

外专家进行授课、观摩。通过理论培训和临床实践相结

合，不断提升护理人员的理论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此

外，我院还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业务培训、技术比武等活

动。通过强化教育培训，使护理人员牢固树立“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的意识，全面提高了护理人员的思想素

质、业务素质和操作技能水平。 
2.4 规范健康教育内容和形式，提高健康教育效果 
为使健康教育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以“预防

疾病”为核心内容，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场所、不同人

群制定不同的健康教育计划和方案[3]。如夏季开展防暑

降温知识宣讲，冬季开展防寒保暖知识宣讲；组织“高

压氧舱使用”专题讲座，结合野战条件下训练特点，组

织“氧疗操作”专题讲座等。 
2.5 开展健康教育活动 
健康教育是一项综合性、连续性的工作，我院采取

多种形式进行健康教育。在高压氧舱内张贴海报、悬挂

标语等形式进行健康教育，组织开展“做健康使者、当

幸福使者”主题活动，利用“军人之家”等微信公众平

台宣传健康知识、开展专题讲座，在官兵入舱前进行健

康教育宣传，提高官兵对高压氧舱的认识和了解程度。 
2.6 强化心理护理 
建立“心理咨询室”、“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等心

理咨询室，对高压氧舱内出现的各种不良情绪进行及

时疏导和干预。我们还定期组织开展心理危机干预活

动、举办心理讲座、心理辅导等活动，提高官兵的心理

素质和抗压能力。 
3 加强专业培训，提升技术水平 
高压氧舱是一种特种装备，护理质量直接关系到

部队官兵的身体健康，关系到医院的整体形象。为进一

步提升我院高压氧舱护理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我院

护理部邀请了军队医学科学院高压氧医学研究所专家

定期进行理论授课和现场授课，不定期组织护理人员

进行专项培训，通过培训使护理人员掌握高压氧舱基

本知识和操作技能，熟悉高压氧舱基本操作流程和注

意事项，能够熟练运用高压氧舱进行临床护理。 
我院护理部还注重与其他科室的业务交流，充分

利用上级医院优质的医疗资源，邀请相关科室专家来

我院进行专业培训，加强全院各科室之间的沟通交流，

促进业务技术共同提高。我院护理部还通过开展护理

查房、巡回医疗、健康教育等活动，提高临床护士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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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能力和素质。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还注重加强对护士进行急救

技术、氧疗知识和高压氧舱设备使用等方面的培训，使

她们能够熟练掌握高压氧舱各项操作技术，尤其是在

特殊情况下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处理。通过以上培训

和演练，提高了临床护士对高压氧舱护理的认识和应

急能力。 
4 加强沟通协调，优化资源配置 
4.1 强化基础管理 
定期组织高压氧舱理论学习和技能培训。通过专

题讲座、案例讨论、考核等形式，组织学习高压氧舱的

基本知识和技术操作规程；定期进行技能考核、模拟演

练等。强化管理意识，积极与各科室沟通协调，及时解

决设备出现的问题或故障，确保设备的安全运行。 
4.2 做好出舱前后健康宣教 
做好出舱前后健康宣教，将出舱前后注意事项、常

见疾病防治等内容传达给官兵。面向出舱后的官兵发

放健康教育手册和资料，普及相关知识。面向其家属发

放《高压氧舱室注意事项》手册，介绍氧舱安全使用方

法和注意事项等。定期组织召开出舱会或座谈会，将出

舱会、座谈会情况及时向上级汇报，便于上级指导工

作。定期对出舱后官兵进行健康评估，对符合要求的官

兵进行康复指导。 
4.3 加强医疗保障 
针对野战训练任务特点和保障需求，合理配备医

疗资源；完善高压氧舱各项规章制度；针对各系统不同

故障及突发情况制定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对高压氧

舱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保养。 
4.4 加强人员管理 
针对不同专业类别的官兵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和困难，及时予以解答或指导。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对

新进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和考核，定期组织人员学习相

关专业知识和技能[4]。严格执行外出任务前报批制度；

及时向上级部门汇报高压氧舱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并提

出解决方案。 
5 拓展信息网络，实现全程监控 
5.1 全面构建信息网络系统 
高压氧舱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特殊医疗设施，

工作人员有自己独立的医疗信息系统。护理管理部门

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护理信息网络系统，实现对高压

氧舱护理管理工作的全程监控。系统的主要功能是通

过计算机网络将所有与高压氧舱护理管理相关的内容

进行汇总并保存在服务器中，供各级管理者随时查询、

调用和统计；通过局域网实现对高压氧舱护理人员工

作情况进行监控，便于各科室之间进行协作。 
5.2 构建“一人一档”模式 
为了进一步规范高压氧舱的管理工作，我院护理

部在高压氧舱工作人员的档案基础上，对每位工作人

员建立了“一人一档”的电子档案，并将相关信息录入

到医院信息网络系统中。电子档案包括姓名、性别、出

生日期、政治面貌、民族、文化程度、专业技术职称、

专业技术任职资格。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岗位要求分

别设置了不同的管理权限。具体情况为护士长为一级

管理权限，护士长助理为二级管理权限，技师和护士为

三级管理权限，技师助理为四级管理权限。各个层级之

间不存在上下级关系，具有同等的管理权利和义务。同

时建立了严格的考核制度[5]。在我院护理信息网络系统

中设置了绩效考核模块，包括基础素质考核、安全教育

考核、工作态度考核、护理质量考核等方面。 
5.3 建立“一岗多能”模式 
随着医院信息化建设的推进，各科室之间的业务

融合日益紧密。因此，在高压氧舱护理管理过程中，应

充分利用医院信息网络系统资源优势，建立“一岗多

能”模式，提高工作效率。在高压氧舱工作人员中，护

士和技师分工负责高压氧舱的相关工作。护士只需负

责氧舱内环境监测及处理等常规工作，技师则需负责

氧舱内环境监测及处理等常规工作。通过这种分工合

作模式的实施，提高了工作效率，进一步规范了高压氧

舱护理管理制度和流程。 
6 结语 
高压氧舱护理管理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工

作，直接影响着高压氧舱设备的正常运行，也关系到部

队官兵的身心健康。要做好高压氧舱护理管理工作，必

须高度重视，不断探索和创新管理模式，针对当前护理

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积极探索和改进方法

措施。要不断加强学习，增强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和质

量意识，提高业务素质和能力水平，以更加务实的工作

作风、更加优质的服务水平、更加精湛的技术技能，为

部队提供安全可靠、优质高效的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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