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原性疾病的概述
高原性疾病，也称为高山病，是指人体在高海拔地区，由于空气稀薄、氧气

含量低，导致机体生理功能失调而产生的疾病。

高原性疾病的症状多种多样，常见的包括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呼吸困

难、乏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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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性疾病的种类

急性高原病

急性高原病是高原环境下最常见

的疾病，指身体在短时间内快速

上升到一定高度后，由于低压缺

氧而引起的各种症状。

慢性高原病

慢性高原病是指长期生活在高原

地区，机体对高原环境适应不良

而出现的各种症状，又称为高原

适应不良综合征。

高原肺水肿

高原肺水肿是高原病中最严重的

一种，其主要表现为肺部组织液

渗出，导致呼吸困难、咳嗽、咯

血等症状。

高原脑水肿

高原脑水肿是高原病的另一种严

重并发症，其主要表现为脑部组

织液渗出，导致头痛、呕吐、意

识障碍等症状。



高原性疾病的成因

低氧环境

高原地区氧气稀薄，空气压力低，导致人体血液中的氧气含量下

降，造成组织器官缺氧。

气压变化

高原地区的气压比平原地区低，人体的呼吸系统需要更努力地工

作才能吸入足够的氧气，对心血管系统也造成一定负担。



高原性疾病的症状

头痛

高原反应最常见的症状之一，

通常伴有头晕、恶心、呕吐等。

头晕

由于低氧环境，大脑供氧不足

导致，可伴有耳鸣、视力模糊

等症状。

呼吸困难

低氧环境下，身体为了获取更

多氧气，呼吸频率和深度会增

加。

心悸

由于心脏加速跳动，以满足身

体对氧气的需求，患者可能会

感到心慌。



高原性疾病的诊断方法

体格检查

医生通过观察患者的皮肤颜色、

呼吸频率、心率等指标进行初

步诊断。

实验室检查

血液检查、尿液检查等可以帮

助医生确定患者是否患有高原

性疾病以及疾病的严重程度。

影像学检查

胸部X光片、CT、MRI等可以

帮助医生评估患者的肺部、心

脏等器官的状况，并确定疾病

的病变程度。

血氧饱和度检测

血氧饱和度检测是高原性疾病

诊断的重要指标之一，可以帮

助医生判断患者的肺功能和氧

气供应情况。



血氧饱和度检测

1

脉搏血氧仪

测量手指血氧饱和度

2

血氧饱和度

正常值95%以上

3

高原反应

血氧饱和度下降

血氧饱和度是判断高原反应的重要指标。通过脉搏血氧仪测量手指的血氧饱和度，可以了解人体吸氧情况。正常情况下，血氧饱和度

应该在95%以上，如果低于这个值，则可能出现高原反应。如果血氧饱和度过低，需要及时采取措施，如吸氧或服用药物，以提高血

氧饱和度。



心电图检查

1 目的

心电图检查可以帮助医生评估心脏的电活动，检查心脏是否健康，是否有心脏病变。

2 过程

心电图检查过程简单，医生将电极贴在患者的胸部、四肢等部位，记录患者的心脏电活动。

3 结果

医生会根据心电图结果判断患者心脏的健康状况，并根据情况制定进一步的检查或治疗计划。



肺功能检查

肺活量

肺活量是指最大吸气后，尽力呼出的气体量，反映肺脏的通气功能。

用力呼气量

用力呼气量是指尽力吸气后，在1秒钟内呼出的气体量，反映肺脏的通气能力和气道阻力。

最大通气量

最大通气量是指在每分钟内能吸入和呼出的气体总量，反映肺脏的通气效率和呼吸肌的活动能力。

弥散功能

弥散功能是指气体从肺泡到血液的交换能力，反映肺脏的气体交换功能。



血液生化检查

1

肝功能

评估肝脏功能

2

肾功能

评估肾脏功能

3

血糖

评估血糖水平

4

电解质

评估电解质平衡

血液生化检查可以帮助评估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特别是肝脏、肾脏、血糖和电解质水平。通过检测血清中各种酶、蛋白质、代谢产物和电解质的

浓度，可以帮助诊断高原性疾病，监测疾病进展，并评估治疗效果。



影像学检查

1 胸部X线检查

可以显示肺部、心脏、气管等结构的影像，有助于诊断肺水

肿、胸膜炎等疾病。

2 胸部CT检查

可以更清晰地显示肺部结构，有助于诊断肺水肿、肺栓塞、

肺癌等疾病。

3 脑部CT或MRI检查

可以帮助诊断高原性脑水肿，观察脑部结构是否出现异常。



高原性疾病的预防措施

1 1. 高原适应训练

提前进行高原适应训练，逐步增加海拔高度，让身体逐渐

适应高原环境。

2 2. 药物预防措施

根据个人情况，医生可能建议服用一些药物，如抗高原反

应药、氧气补充剂等，预防高原病发生。

3 3. 饮食调理

在高原地区，要注意饮食，多食用富含维生素、蛋白质和

碳水化合物的食物，避免过度疲劳和脱水。

4 4. 居住环境调整

选择海拔较低、通风良好、环境安静的住所，避免过度劳

累，保证充足的睡眠，以帮助身体适应高原环境。



高原适应训练

逐渐增加活动量

从低海拔地区开始，逐渐增加

运动强度和时间，适应高原环

境。

充足休息

保证充足睡眠，避免过度劳累，

以适应高原环境。

补充水分

高原环境干燥，注意及时补充

水分，预防脱水。

监测身体状况

定期监测心率、血压、血氧饱

和度等指标，及时调整训练计

划。



药物预防措施

1 1. 药物选择

常用的药物包括高原安、红景天、西洋参等。 选择合适的

药物需要根据个体情况，例如年龄、身体状况和高原适应

能力。

2 2. 剂量和时间

药物的剂量和服用时间应遵医嘱，不可随意增减。 提前服

用药物可以帮助身体更好地适应高原环境。

3 3. 预防性用药

对于有高原反应史或高原适应能力较差的人，在前往高原

前应进行预防性用药。

4 4. 药物副作用

一些药物可能会引起副作用，如头晕、恶心、失眠等。 服

用药物期间应注意观察身体状况，如有不适及时就医。



饮食调理

高热量食物

高原环境能量消耗大，需要补

充充足的热量，例如高热量食

物，如肉类、蛋类、奶制品等。

富含维生素的食物

维生素有助于增强抵抗力，预

防高原反应。建议多食用富含

维生素的水果和蔬菜。

充足的水分

高原空气干燥，容易造成水分

流失，建议多喝水，补充水分，

预防脱水。

均衡的饮食

均衡的饮食结构能够提供身体

所需的各种营养素，增强抵抗

力，预防高原反应。



居住环境调整

通风良好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定期开窗通

风，降低高原环境中的低氧含量。

温度适宜

根据高原气候变化，调节室内温

度，避免过冷或过热，保持舒适

的环境。

湿度适宜

高原地区空气干燥，可使用加湿

器增加室内湿度，避免呼吸道干

燥。

光线充足

保证充足的光线照射，有利于身

体调节生物钟，改善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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