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高钰琪

1 月 7 日 9 时 5 分，西藏日喀则

市定日县发生 6.8 级地震。目前，相关

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

西藏日喀则地区海拔高，震中 10

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 4471 米，是高

原病的高发地区，加上冬季气候寒

冷，因此，开展救援工作的同时，救援

人员要做好医学防护。

预防急性高原病的七要素

从平原进入高原或从较低海拔高

原进入更高海拔高原时，人体往往会感受

到一些变化和不适，包括呼吸和心跳加

快、食欲不振、疲乏无力等。这些都是正常

反应，一般情况下，这些症状无须药物治

疗就会逐步减轻或消失。

预防急性高原病，救援人员需做

到以下七点。

第一，做好心理准备，不必过于紧

张、恐惧、焦虑，但也不可麻痹大意。第

二，做好物资准备，如带上御寒衣物、墨

镜等。第三，上呼吸道感染容易诱发高

原病，要注意防寒保暖，积极预防和治

疗上呼吸道感染。第四，服用预防药物，

可选用红景天制剂、乙酰唑胺等。第

五，合理安排进入高原的行程，有条

件时阶梯上升。第六，合理饮食。有条

件时尽可能保证热饮热食，多喝水，

每天宜喝 3～4 升水。第七，可采取轮

班作业，避免过度劳累。

三大急性高原病的诊治原则

部分人员可能因缺氧发生急性

高原病，包括急性高原反应、高原肺水

肿和高原脑水肿。后两种病的发病率

不高，但病情危险，需高度警惕，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

急性高原反应是最常见的急性

高原病，通常情况下，进入高原 4～5

小时后开始发病，48～72 小时为发病

高峰。主要表现为头痛、心慌、气促、

食欲减退、眩晕等，体征主要为发绀、

脉搏加快、面部或四肢有轻度浮肿。

急性高原反应的治疗原则包括休息、

吸氧、注意饮食摄入、药物对症治疗。

高原肺水肿是一种急性重症高

原病，起病急、进展快、危害大，救治

不及时可危及生命。对该病早期诊断

的要点包括初入高原、有临床症状、血

氧饱和度明显降低、吸氧后血氧饱和

度不能升高至 90%以上。

高原脑水肿是指急速进入高海

拔地区，由于缺氧引起的严重脑功能

障碍、意识丧失。高原脑水肿是急性

高原病中最严重的一种临床类型，其

特点是起病急骤、病情危重。

高原肺水肿和高原脑水肿都需

要及时诊断、对症治疗。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发生高原肺水肿或高原脑水

肿时万不可匆忙下送，首先应就地积

极治疗，待病情稳定后再下送，下送过

程中应保持持续吸氧和不间断治疗，

以确保安全。

注意高原冷伤和创伤防治

救援人员还需特别注意高原冷

伤。高原冷伤可分为全身性冷伤和局

部性冷伤、冻结性冷伤和非冻结性冷

伤。冷伤急救和治疗原则包括以下八

点：迅速脱离寒冷环境，防止继续受

冻；尽早快速复温；局部药物治疗；改

善局部微循环；抗休克、抗感染和保

暖；内服活血化瘀等药物；无法辨别

轻、重度冷伤时按重度治疗；手术处理

应尽量减少伤残。

另外，高原地区空气稀薄，氧分

压低，导致人们对创伤和失血的应激

能力和耐受能力降低，创伤失血性休

克的特点也不同于平原和低海拔地

区。比如，在伤情和失血量相近的情

况下，高原地区更容易发生创伤性休

克且程度更重，在复苏过程中更易并

发肺水肿和心力衰竭。因此，针对不

同部位和不同类型的血管破裂出血，

应选择合适的止血方法。

（作者单位：陆军军医大学高原

军事医学系）

本报讯 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的研

究人员利用细胞组学和质谱检测技术，对

登山者在攀登过程中的多组学变化进行

了深入分析，全面揭示了在高海拔攀登过

程中人体免疫系统和代谢的动态变化，为

理解高海拔环境对登山者的影响提供了

新视角。相关论文近日发表于《细胞报告》。

高海拔登山是一项极限运动。登山

者常常需要面临低压性缺氧、寒冷、低

湿度、强紫外线辐射等极端条件带来的

考验，身体会启动多种生理反应。为深

入探讨高海拔登山过程中人体免疫和

代谢的变化，研究团队对 11名登山者

在攀登过程中的 5 个关键节点进行系

统性样本分析，包含了 375722个免疫

细胞的单细胞转录组测序，以及血浆中

309种代谢物和 717种复杂脂质的质谱

检测，成功绘制出登山者外周免疫细胞

的单细胞图谱，并发现其免疫细胞的组

成在登山过程中产生了显著变化。

研究人员对主要免疫亚群进行了

详细的亚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关键细

胞亚群的功能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在

高海拔适应期，髓系细胞亚群中的炎症

反应下调，而 CD8+T细胞、γδ T细胞

等免疫效应增强；在极端高海拔攀登期

间，炎症反应被激活，同时 T细胞的效

应功能受到抑制，而免疫细胞对缺氧和

氧化应激的反应则显著增强。这些发现

表明，人体在高海拔环境中可能通过复

杂的免疫和代谢机制适应极端条件。

值得关注的是，在极端高海拔攀登

期间，一些免疫亚群中的糖酵解和抗氧化

基因的表达显著上调，其中包括关键转录

因子HIF1A和NFE2L2。这说明，人体免

疫细胞在极端高海拔环境中会经历代谢

重编程，增强抗氧化能力，这对于维持免

疫细胞的基本功能至关重要。

此外，研究人员还观察到谷氨酰胺

和脂肪酸等血浆代谢物的增加。这些代谢

变化可能是帮助登山者在高海拔环境中

改善能量状态的重要机制。 （刁雯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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