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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团队“口服高氧液对急性光气
中毒性肺损伤小鼠的干预效应”研究。
该研究以小鼠为研究对象，以分析研究
口服高氧液对双用途毒剂光气所致急
性肺损伤小鼠的干预效应。研究表明：
口服高氧液能减少光气中毒小鼠肺水
肿程度，升高动脉血氧分压，降低血清
肿瘤坏死因子α、肺组织丙二醛含量，

减轻光气中毒造成的机体脂质过氧化
反应及炎症损伤，对光气中毒肺损伤有
一定的保护作用。

2.“经胃灌人高氧液对油酸型急性
肺损伤家兔的治疗效果”研究以家兔为
研究对象，以研究经胃灌人高氧液对油
酸型急性肺损伤(ALI)家兔的治疗作
用。研究表明：经胃灌入高氧液对油酸

型ALI家兔有治疗作用。
3.该团队“口服高氧液对人体力竭运

动后氧自由基代谢的影响”研究选择80
名战士为研究对象，以研究口服高氧液对
人体力竭运动后氧自由基代谢的影响。
研究表明：口服高氧液对力竭运动后自由
基损伤有抑制作用, 可加速体内代谢产
物自由基的清除及加快疲劳的消除。

三、口服高氧液对肺损伤的保护作用

富氧水研究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通常情况下，我们知道人体是通过
呼吸系统摄取氧气的，呼吸供氧是最基
本也是最重要的氧获得途径。但近年
来研究发现，人体通过消化系统，也可
以摄取少量的氧气，在呼吸供氧的基础
上达到辅助供氧的目的。

在中国，国人对“富氧水”这一概
念仍然有些陌生，实际上，国内关于
富氧水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突
破。第四军医大学博士生导师徐礼
鲜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历经 4年多
的刻苦攻关和反复试验，首次验明

“高氧液进入消化道后，溶解可直接
透过消化道黏膜进入组织，从而提高
血液氧含量以维持全身各种器官机
能需要”的科学结论，不仅为临床因
各种原因引起的缺氧疾病的治疗提
供了新的有效途径，也填补了国内外
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他们的《特
殊环境缺氧防治新技术及应用》项目
也荣获了 2008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二等奖和 2006 年、2007 年分别
获军队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各 1项，
获国家专利 7 项，2002 和 2004 年

两次被列为中华医学会继续医学教
育重大推广项目。

《特殊环境缺氧防治新技术及应
用》项目对口服高氧液的功效进行了深
入研究。该研究成果表明，高氧液(含
氧浓度60mg/L)经静脉和口服对高原
缺氧均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且口服比
静脉输注维持时间更长。此外，该团队
经实验证实，口服高氧液还具有显著的
抗疲劳作用。

徐礼鲜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关于
富氧水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一、喝富氧水可以缓解高原缺氧反应、提高抗缺氧能力及提高心肺肾功能

该团队“高氧液口服和静脉治疗高原
低氧血症”研究选择首次进入高原的缺氧
志愿者40名，随机分为静脉组和消化道
组，在海拨3000米和4500米的环境进
行研究，以探讨高氧液经静脉和消化道对
高原低氧血症的作用。研究发现：在静脉

输注高氧液(氧含量约60mg/L)20分钟
后，动脉血氧分压(PaO2)开始上升，40
分钟时作用达到高峰，随后随时问推移逐
渐下降；消化道组在口服高氧液20分钟
后，动脉血氧分压开始上升，60分钟时作
用达到高峰，随后逐渐下降。动脉氧饱和

度的变化是随着动脉血氧分压升高而升
高，而心率的变化则是随着动脉血氧分压
的升高而降低。因此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高氧液经静脉和消化道途径，对高原低氧
血症有显著的改善作用，且口服较静脉输
注维持时间更长。

二、口服高氧液可以提高运动能力及抗疲劳

1.该团队“口服高氧液抗小鼠运动
性疲劳的作用及机制研究”表明：高氧
液对小鼠有显著的抗疲劳作用,其机制
可能与高氧液增加氧供及抗脂质过氧

化有关。
2.该团队“口服高氧液对急性运动性

疲劳的防治作用及可能机制的初步探讨”
选择80名士兵为研究对象，以研究高氧液

对急性运动性疲劳的防治作用及其机制研
究。研究表明：高氧液有显著的抗急性运
动性疲劳作用，其机制可能与高氧液增加
氧供及抗脂质过氧化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