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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二氧化碳混合氧高压氧治疗装置,涉及

高压氧治疗装置，设有具有密封性能的舱体，舱

体上设有加压进气口和减压排气口，加压进气口

上设有舱体加压阀，减压排气口上设有舱体减压

阀，舱体上设有压力传感器、二氧化碳浓度传感

器和控制器；压力传感器、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

分别与控制器相连，舱体上设有舱体接地装置。

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扩张血管、改善血液

循、提高人体血氧张力，治疗效果佳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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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二氧化碳混合氧高压氧治疗装置，设有具有密封性能的舱体，其特征在于舱体

上设有加压进气口和减压排气口，加压进气口上设有舱体加压阀，减压排气口上设有舱体

减压阀，舱体上设有压力传感器、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和控制器；压力传感器、二氧化碳浓

度传感器分别与控制器相连，舱体上设有舱体接地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二氧化碳混合氧高压氧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舱体包

括载人主体和密封门。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二氧化碳混合氧高压氧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舱体

上设有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分别与控制器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二氧化碳混合氧高压氧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舱体为

氧气加压舱。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二氧化碳混合氧高压氧治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舱体加

压阀和舱体减压阀为气动薄膜调节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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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二氧化碳混合氧高压氧治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压氧治疗装置，详细讲是一种二氧化碳混合氧高压氧治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人体组织供血不足，可导致营养物质和氧气缺乏，从而发生细胞代谢不良等慢性

缺血缺氧性疾病。这类疾病临床多采用“活血化淤、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粘稠度”等措施进行

治疗，治疗过程确实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疗效，如果结合正确的高压氧治疗方法，临床疗效会

更加突出。目前，对慢性缺血、缺氧性疾病，临床有时也采用高压氧治疗，但都是以纯氧为基

础，而单纯用纯氧会导致人体血流量降低。实践也能证明了慢性缺血、缺氧性疾病用纯氧治

疗很难发挥出疗效或难以达到临床治疗目的。因为，人体组织细胞即使获得了足够多的氧

气，如果血液中的营养物质供应受到影响或缺乏，细胞代谢就不可能正常进行，甚至会产生

过多的氧自由基而损害组织细胞。

[0003] 现有的氧气加压氧舱多是采用纯氧加压至高压氧治疗规定的治疗压力，并用氧气

进行通风换气，以确保舱内氧浓度尽可能提高。这种方法虽能实现氧气加压氧舱治疗所需

要的高氧分压条件，但很难获得理想的治疗效果。

[0004] 人体在舱内停留过程会产生大量静电，在干燥的舱内氧气环境中，这些静电会因

疏导困难而产生静电蓄积，静电蓄积过多会产生静电火花，极易引起氧气加压舱发生火灾

事故，因此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解决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可在

“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的基础上提高人体血氧张力、并迅速解除人体各组织中的缺氧状

态，治疗效果佳，安全性高的二氧化碳混合氧高压氧治疗装置。

[0006] 本发明解决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二氧化碳混合氧高压氧治疗装置，设有具有密封性能的舱体，舱体上设有加

压进气口和减压排气口，加压进气口上设有舱体加压阀，减压排气口上设有舱体减压阀，舱

体上设有压力传感器、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和控制器；压力传感器、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分

别与控制器相连，舱体上设有舱体接地装置。

[0008] 本发明中所述的舱体包括载人主体和密封门。患者由密封门进入载人主体内，关

闭密封门将舱体密封。

[0009] 本发明中所述的舱体上设有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

分别与控制器相连。

[0010] 本发明中所述的载人主体是在环境温度为22-26℃建筑物内，建筑物通常为高压

氧治疗室。

[0011] 本发明中所述的舱体为（现有技术中的）氧气加压舱。其他结构可以在（现有的）氧

气加压舱基础上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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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本发明中所述的舱体加压阀和舱体减压阀为气动薄膜调节阀。气动薄膜调节阀配

有电气转换器，通过电气转换器可使气动薄膜调节阀对舱体压力的控制更加精确。舱体加

压阀和舱体减压阀分别与控制器相连；控制器控制舱体加压阀和舱体减压阀的工作状态及

开启度。

[0013] 本发明在加压舱设有舱体接地装置，通过人体呼出气体中的水份气，在环境22-26

℃的温度支持下，对舱内气体进行湿化，形成良好的静电导体，以此将人体产生的静电通过

水份疏导于舱体接地装置。

[0014] 上述二氧化碳混合氧高压氧治疗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15] a、  患者以卧位、单人治疗方式进入加压舱体内，通过密封门密封舱体；

[0016] b、  通过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检测舱体内二氧化碳浓度，将其输送给控制器，当舱

体内二氧化碳浓度达到1.2-2.2%（优选2%）时，开启舱体加压阀，利用氧源中的氧气对舱体

内实施加压，当舱体内压力达到治疗设定值（0.2mpa）时，关闭舱体加压阀；

[0017] c、  使用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实时检测加压舱体内二氧化碳浓度、将其输送给控

制器，用压力传感器检测加压舱体内的实时压力、输送给控制器，控制器根据加压舱体内的

实时压力和实时的二氧化碳浓度换算出二氧化碳分压值；

[0018] d、  舱体内压力达到高压氧治疗设定值和舱体内的二氧化碳分压值达到临床设定

值（15-40mmHg）后，控制器控制舱体加压阀和舱体减压阀的开启角度，在保持加压舱体内压

力不变的状态下用氧气进行通风换气，以保持舱体内的二氧化碳分压能稳定在临床设定值

范围内；

[0019] e、患者在设定治疗压力下治疗结束后，按规定的减压时间实施减压，减压过程继

续通过舱体加压阀和舱体减压阀的调节保持舱内二氧化碳分压值维持在治疗设定值范围

内，直至加压舱体减压结束。

[0020] 本发明利用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与加压舱体内的氧气混合，实现了二氧化碳混合

氧的高压氧治疗的功能，可在“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的基础上提高人体血氧张力、可迅速

解除人体各组织中的缺氧状态，对治疗慢性缺血缺氧性疾病有重要意义；本发明利用人体

呼出气体中的水蒸汽，结合房间22-26℃环境温度条件，实现对舱体内的氧气进行湿化的目

的，可避免人体呼吸过程，干燥的氧气对人体呼吸道粘膜产生刺激性影响，并可通过氧气加

湿，使人体产生的静电利用氧气湿度传导至舱体接地装置、以保持人体与大地等电位，可有

效避免人体静电火花引起的火灾事故。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一种二氧化碳混合氧高压氧治疗装置，  设有具有密封性能的舱体，舱体包括载人

主体4和密封门8；载人主体4设置在环境温度为22-26℃的建筑物内，建筑物通常为高压氧

舱室；使用时，密封门8打开，人体由密封门8处进入载人主体4内，关闭密封门8将舱体密封。

舱体也可以为现有技术中具有达到治疗环境要求的相关辅助设备的医用氧气加压舱，其它

结构可以在现有的氧气加压舱那基础上进行改进。舱体上设有加压进气口和减压排气口，

加压进气口上设有舱体加压阀2，减压排气口上设有舱体减压阀9，舱体上设有压力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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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10或二氧化碳检测仪、温度传感器5、湿度传感器7和控制器6，控制

器6为PLC控制器。压力传感器3、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10或二氧化碳检测仪、温度传感器5和

湿度传感器7分别与控制器6相连，舱体上设有舱体接地装置11。

[0024] 本发明所述的舱体加压阀2和舱体减压阀9为气动薄膜调节阀。舱体加压阀2和舱

体减压阀9分别与控制器6相连，控制器6控制舱体加压阀2和舱体减压阀9的工作状态及开

启度。气动薄膜调节阀配有电器转换器，电气转换器与舱体加压阀2和舱体减压阀9配合使

用可使气动薄膜调节阀对舱体加压与减压控制更加精确。

[0025] 上述二氧化碳混合氧治疗装置和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26] 使用前，将舱体经舱体加压阀2与氧气源1相连，氧气源1可选用医用分子筛制氧设

备、液态氧或瓶装氧任意一种。

[0027] a、人体以卧位、单人方式进入加压舱体内。通过密封门密封舱体。

[0028] b、利用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检测舱内二氧化碳浓度和利用压力传感器检测

[0029] 舱内的压力，通过控制器换算出二氧化碳分压值；利用温度传感器检测的舱内温

度和湿度传感器检测的舱内湿度，通过控制器换算出氧气中的含水量。

[0030] c、通过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检测舱体内二氧化碳浓度，并输送给控制器，

[0031] 当舱内二氧化浓度达到1.2-2.2%（优选2.0%）时，开启舱体加压阀，用氧源的氧气

对舱体进行加压，当舱体内达到治疗压力设定值（优选表压0.1MPa）时，关闭舱体加压阀；通

过舱内温度传感器检测的环境温度为基础，在设定温度（22-26℃）下使舱内环境湿度达到

60%以上。

[0032] d、人体在治疗压力下停留，使二氧化碳分压值达到15-40mmHg（优选23mmHg）设定

值时，开启舱体加压阀和舱体减压阀用氧气进行通风换气，在保持舱体内压力不变的状态

下使二氧化碳分压值始终维持在规定的设定值范围内，并通过氧气通风换气控制舱内湿度

维持在正常范围内。

[0033] e、人体在舱内停留时间达到治疗设定值时，开启舱体舱体减压阀开始减压，减压

过程开启加压阀，并在电脑控制器的控制下，用氧源氧气继续进行通风换气，确保在规定的

减压速率状态下维持舱内二氧化碳分压值和湿度维持在规定范围内。

[0034] 所述的控制器为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通过舱体压力传感器、二氧化碳浓

度传感器换算的二氧化碳分压值和舱内温湿度传感器检测的数据，对舱体内的二氧化碳分

压值和湿度进行控制。具体过程是：人体在舱内停留过程中，舱体压力保持不变时，舱体供

氧量或加压阀开启角度越大，舱内二氧化碳分压值和湿度越小，舱体供氧量或加压阀开启

角度越小，舱内二氧化碳分压值和湿度越大；同理，舱体减压阀排气量或开启角度越大，向

舱外排出的气体就越多，舱内二氧化碳分压值和湿度就越小。控制舱内二氧化碳分压值和

湿度就是通过电脑控制器控制舱体加压阀和舱体减压阀来实现。

[0035] 通常情况下，舱体治疗压力设定值为表压0.1MPa（绝对压=常压+表压=2ATA）,临床

可根据不同的病情进行适当调节，调整范围应符合高压氧治疗方案的相关规定；舱内二氧

化碳分压值通常为15-40mmHg，同样是根据临床治疗需要或病情进行调节。

[0036] 本发明在加压前通过人体呼出气体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积累过程，人体呼出气体中

的水蒸汽会逐渐增多，在环境温度22-26℃、湿度在60%以上时，可对氧气进行有效湿化，借

此避免干燥的氧气对呼吸道粘膜产生刺激作用，同时，利用氧气中的湿化水分对人体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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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疏导。

[0037] 本发明利用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与舱内环境中的氧气进行混合，实现了二氧化碳

混合氧治疗功能，可在改善血液循环的基础上提高血氧含量，能避免人体呼吸纯氧过程产

生的血流量降低，以此实现提高血流量和血氧张力的双重作用。这种方法可迅速而有效地

解除人体各组织中的缺氧状态，对慢性缺血缺氧性疾病可发挥重要的治疗意义；本发明利

用人体呼出气体中的水蒸气结合环境温度的支持，可对氧气进行有效湿化，这种效果可有

效避免干燥的氧气对人体呼吸道粘膜产生刺激作用，同时，可利用氧气中的水分对人体静

电进行疏导，可将人体静电可靠地导向舱体接地装置，使人体与大地时刻保持等电位，以此

提高加压舱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能。

[0038] 本发明可供人体直接呼吸舱内环境中的气体，并将人体呼出的气体直接弥散在舱

内，人体呼出气体中主要含有氧气、水分和二氧化碳气体。氧气可提高人体血氧张力，适当

的二氧化碳气体可改善人体血液循环、水蒸气可对氧气进行湿化。利用人体呼出气体中的

部分二氧化碳作为二氧化碳混合氧的气源；利用人体呼吸气体中的水分作为氧气湿化的水

源，无需为这些环节单独设置相关的配套设备。

[0039] 本发明可在高压氧治疗有充分的疗效保障前提下，利用人体呼出气体中的二氧化

碳累积过程，减少氧气消耗，与以往的氧气加压舱单纯用氧气治疗比较，既提高了设备的安

全性能，又增加了人体治疗过程中的舒适性，同时，又能节约3-5倍的氧气消耗。

[0040] 本发明对慢性缺血缺氧性疾病有重要的治疗意义，尤其是对脑梗塞、颅脑损伤综

合征、突发性耳聋及一氧化碳中毒续发症等疾病，可发挥显著的疗效。根据几百例上述疾病

统计，痊愈率可提高50%以上，以脑梗塞为例，经过50例病人治疗比较，在脑梗塞后遗症等方

面与其它治疗方式比较，可降低60%以上。

[0041] 以往，由于氧气加压氧舱均以提高舱内环境氧分压为主，治疗过程频繁地进行通

风换气，结果导致舱内氧气非常干燥，人体产生的静电因蓄积频繁发生静电火花，并时常发

生火灾事故，严重影响了氧气加压舱开展高压氧治疗的发展过程。本发明在安全治疗方面

有突破性改进，它在建立二氧化碳混合氧的基础上有效实现或保障了氧气中湿度和可靠的

含水量，水分是静电疏导的最佳导体，可使人体静电难以无法累积，从而解决了氧气加压舱

安全使用或杜绝火灾事故隐患的安全使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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