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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氧临床应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压氧临床应用基本要求、高压氧治疗、高压氧舱操作及陪护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开展高压氧治疗的医疗机构,加压介质为空气或氧气,治疗压力不大于3ATA

(atmospheresabsolute,绝对压)的高压氧舱。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8982 医用及航空呼吸用氧

GB/T12130 医用空气加压氧舱

GB15982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GB18435 潜水呼吸气体及检测方法

TSGR0004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气瓶安全监察规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3年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吸氧时间 oxygenuptaketime
氧舱稳压时的吸氧时间,不包括加压过程和减压过程中的吸氧时间。

3.2
高压氧治疗 hyperbaricoxygentherapy
在高于当地压力的环境中,吸入高于当地大气氧浓度的氧来治疗疾病的方法。

3.3
高压氧舱 hyperbaricchamber
提供用于高压氧治疗所需高压环境的高气压容器。一般分为空气加压舱和氧气加压舱。

3.3.1
空气加压舱 pressurizedairchamber
加压介质为空气,患者通过面罩、氧帐、头盔等吸氧,可容纳多人同时治疗。

3.3.2
氧气加压舱 pressurizedoxygenchamber
加压介质为氧气,患者直接呼吸舱内的气体,一次只容纳1人进行治疗。

4 基本要求

4.1 人员要求

4.1.1 高压氧(治疗)科(室)的医师、护士、工程技术人员需经过专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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