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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脑加“氧”就能提升成绩？没那么简单

科普 >>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通讯员 梁辉

又到一年考试季。随着高考、中考的来临，在广大考
生紧张备考的同时，各类“考试神器”也轮番登场。前有
号称可以助力体考的氮泵饮品、体考鞋，后有“考前吃一
片，成绩跳一跳”的所谓“聪明药”，现在，医院的高压
氧治疗又进入了家长视野，成为新的“应试神器”，甚至
有家长不惜高价购入昂贵的家用高压氧舱。

高压氧治疗真的有助于孩子提升成绩吗？这样的“补
脑大法”靠不靠谱？

高压氧治疗可缓解脑疲劳
“我崽马上就要中考了，我听一些

家长说，他们带孩子去做了高压氧治疗，

效果很好，搞得我也想带崽去试试了。”

6 月 2 日，长沙市民张女士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临近高考，她小孩所在

班的家长都开始“卷”起来了，有人专

攻营养学，天天变着花样给孩子做饭补

充营养；有人求助于“玄学”，前往名

山祈福许愿；现在有人盯上了医学，带

孩子去医院做高压氧治疗，以提升学习

状态。

那什么是高压氧治疗？它原本是用

来治疗什么的？

6 月 3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带

着疑问采访了湖南省人民医院高压氧科

主任刘舟。

刘舟介绍，高压氧治疗是指在高于

1 个大气压的环境下吸入纯氧以治疗疾

病的方法，“在高压氧舱环境下，人体

的血氧含量可以达到常压下吸氧的数

倍甚至数十倍，所以，和普通吸氧相比，

高压氧治疗在改善大脑以及全身各部

位缺氧方面有着突出的优势”。

目前，高压氧被广泛应用于多种疾

病的康复治疗，比如心脑血管疾病、突

发性耳聋、糖尿病并发症、一氧化碳中

毒以及亚健康人群的失眠、焦虑等与

缺氧密切相关的健康问题。

那么，考生做高压氧治疗到底有没

有必要？

刘舟表示，机体维持正常生命活动

必不可少的物质就是氧，普通人大脑耗

氧量占人体总耗氧量的 20％至 30％，

因此脑组织对缺氧的耐受能力最低，

容易出现缺氧症状。对于考前长时间、

高强度用脑的学生来说，大脑氧能消

耗过大，有可能遇到大脑缺氧的情况，

具体表现为夜间睡眠少、不易入睡、入

睡后多梦易惊醒、醒后难以入睡，以

及头晕、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记

忆力及食欲下降、易激动等。

“如果确实出现了这类缺氧、脑疲

劳的症状，可以先进行普通吸氧，经

普通吸氧仍不能缓解，才可以考虑进行

高压氧治疗。”刘舟强调，不是所有考

生都要高压氧治疗，孩子在接受治疗前

需由专业人员进行诊断、评估，以排

除不适合治疗的情况，比如，患有肺大

疱、严重肺气肿等肺部疾病的孩子就

不宜进行高压氧治疗。治疗过程中如有

不适，考生要及时向医护人员反映。

高压氧治疗会不会有副作用呢？刘

舟解释，常规高压氧治疗一般不会产

生副作用，但有极少数人在加减压时

会出现耳部不适，就像坐飞机上升下降

期间耳内会出现闷胀等不适感。这时，

就 需要接受治疗的人员做调压动作，

如捏鼻鼓气、吞咽等，来平衡耳内外

的压力。

家用高压氧舱达不到治疗所需压力
那么，高压氧治疗是否真的可以提

升考试成绩呢？

刘舟提醒，高压氧治疗确实可以

帮助考生改善脑缺氧、脑疲劳的症状，

让考生恢复精力，改善亚健康状态。但

良好成绩的取得，不仅需要有灵敏的

头脑，还与知识储备、心理素质、应试

技巧等息息相关，“可能会有帮助，但

并不是‘考试神器’”。而且，考生也不

能完全依靠高压氧治疗，还应适当进

行体育锻炼，注意劳逸结合。

除了医院里配置的高压氧舱，近年

来市面上也出现了家用高压氧舱等相

关设备，有些参加中考或高考的考生因

忙于复习没有时间去医院进行高压氧

治疗，家长便为孩子购买了相关的家用

设备。

近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一些

购物 APP 里搜索发现，这类家用高压

氧舱价格高昂，从几千元到数十万元不

等，很多产品还分了单人坐式、单人卧

式、双人坐式、双人卧式等不同规格。

有网友评论称，购买家用高压氧舱是为

了少跑医院，“还是挺方便的”。

“家用高压氧舱实际上是一种民用

高压氧舱，分为轻度高压氧舱和微压

氧舱。”刘舟解释，民用高压氧舱的压

力一般在 1.1~1.3 个大气压之间，医院

使用的是医用高压氧舱，压力一般在 2

个大气压左右。

刘舟表示，家用和医用的高压氧舱

的治疗机理是相同的，但家用设备从

压力来说，无法达到医用高压氧舱的

治疗效果，操作不当也可能导致气压

伤、减压病等并发症，因此并不建议

家长随意购买。

据了解，应用微压氧舱最广泛的是

高原地区，因为高原缺氧主要是由气

压低所致。

资讯 >>

湖南省中医院举行建院 90 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雪炎 通

讯员 刘丹）九秩风华，千秋国粹。6 月

2 日，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湖

南省中医院）建院 90 周年高质量发展

大会暨仲景文化与学术国际论坛在长

沙举行。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齐续春，

湖南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毛万春，湖

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张大方，中国工程院

院士樊代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

司长贾忠武，国际投资促进会会长、中

国政法大学校董王平等出席，各业界嘉

宾等 600 余人参加。

现场，一场庄严的大医传承火炬传

递仪式拉开了活动帷幕。国医大师孙光

荣教授、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

长刘春华教授担任火炬手，将象征中医文

化的火种传递到 10 名青年医护人员手中。

“我的中医梦起源于幼时常常看到

母亲给村民看病，而母亲行医又是受

到外婆影响。如今，我想把这份热爱传

递下去，助力中医文化的火种继续蔓延

生长。”刘春华在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采访时说，女性在从事医疗工作

中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越来越多的女

性医务工作者在现代医疗行业中扛起

重担，成为医疗体系的中坚力量，“期待

更多女性力量加入医疗行业，携手奋

进，为医学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注入新

力量。”

大会发布了新版院志、90 周年纪

念画册、《寻访历史“活化石”》访谈录，

并对“建院 90 年致敬人物”进行颁奖

表彰。随后，仲景文化与学术国际论

坛顺利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

国医大师熊继柏、全国名中医袁长津等

国内外知名专家齐聚一堂。

据悉，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始建于 1934 年 5 月，是湖南省建院

最早的公立中医医院，素有“坐堂行医”

发源地、《伤寒杂病论》诞生地、湖湘

中医药发祥地的美誉。

肿瘤患者营养治疗有哪些方法
文 / 欧阳淑玉（湖南省肿瘤医院胸部放疗一科） 

1. 营养支持治疗。这类治疗包括提供高蛋白、

易消化的食物以及口服营养补充剂等，有助于改

善患者的营养状况，增强机体免疫力。2. 中药调

理。中医师会根据患者体质及病情开具处方，通

常采用汤剂或丸散膏丹形式服用，疗程因人而异。

中药可调和脏腑功能、促进气血流通、缓解化

疗引起的恶心呕吐等副作用，对某些类型的肿瘤

也有一定辅助治疗效果。3. 靶向治疗。这是针对

特定分子异常的癌症进行精准打击的方法之一，

应在专业医生指导下使用相应药物进行干预，目

的是通过阻断癌细胞生长所需的关键信号通路

来抑制其增殖能力。4. 免疫治疗。免疫治疗旨

在激活或增强患者自身的抗肿瘤免疫反应，可

能包括使用单克隆抗体、疫苗或其他生物制剂。

使用该策略需密切监测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

小孩突然咳嗽发烧怎么办
文 / 李佳蓉（湖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  

发烧指的是发热，小孩突然咳嗽、发热可

能是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肺炎等原因导致

的。1. 上呼吸道感染。可能是受凉、气候突变等

原因引起细菌侵袭上呼吸道，出现咳嗽、发热

等症状，部分患者还会伴随着鼻塞、流鼻涕等

情况，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小儿氨酚黄那敏颗

粒、小儿感冒颗粒、小儿柴桂退热口服液等药物

治疗。2. 支气管炎。可能是吸入粉尘、感染等原

因导致病原体感染支气管，释放炎症因子，出现

咳嗽、发热等症状，需遵从医嘱使用磷酸奥司

他韦颗粒、盐酸氨溴索口服液、头孢克肟分散片

等药物治疗。3. 肺炎。可能是室内通气不良、身

体免疫下降等原因导致的，如果不及时治疗，会

出现咳嗽、发热等症状，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

使用阿莫西林颗粒、罗红霉素颗粒、阿奇霉素分

散片等药物治疗。

高考遇上这些健康问题，
别乱用药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罗雅洁 通讯

员 陈娟 姚雅俪）高考失眠可以吃安眠药吗？高考

碰巧来了月经可以用避孕药来推迟吗？临近高考，

最紧张的人除了参加高考的学子，就是这些学子

的父母，有些父母甚至因为孩子的健康问题焦头

烂额，那么，正确的应对办法是什么呢？记者采

访了长沙市第一医院神经医学中心和妇科的专家。

失眠可以服用安眠药吗？

高考失眠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有些家长因

为过度担心孩子因失眠而影响高考，便给孩子服

用了安眠药。实际上，一般不推荐考生服用安眠

药，尤其是考试期间初次服用有可能出现白天犯

困、嗜睡的现象。如果考生极其焦虑、通宵失眠，

确需使用药物助眠的，应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选择

合适的药物。

可以用避孕药推迟月经吗？

要分情况来看。如果考生平时月经比较规律，

对日常学习生活没有太大影响，仅有轻微不适感，

可以使用布洛芬来缓解不适，同时避免食用生冷

食物。

如果孩子平时月经不规律，出现明显的下腹

部疼痛，伴随冷汗淋漓、疼痛延伸至腰骶部，甚

至是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腹泻，伴随焦虑、

暴躁等情况时，无疑会影响考试发挥，可以考虑

使用药物来调整月经。一般可以在前一次月经的

第 1～5 天之内服用短效口服避孕药，每晚一片，

不漏服，一直用到考试结束再停药。需要强调的

是服用短效口服避孕药，而不是服用紧急避孕药

或者长效避孕药、注射避孕针。

此外，服药期间可能会有副作用，应在医生

指导下进行，如出现特殊情况，需及时就诊。

AI 制图 / 罗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