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潜水氧舱技术改造设计方案 

广东省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设备科  温彦元

 

前言和简介 

    高压氧是在高于一个绝对大气压密闭舱内，患者通过呼吸纯氧，对缺血缺氧等疾
病进行治疗的设备。高压氧治疗依赖于氧舱和附属设备，每一环节都涉及其安全运
行。因为氧能助燃，但在高压下则剧烈燃烧，舱内压力急增而具有爆燃性，这是十分
危险的。为了提高安全性能，全国开展高压氧舱大检查。肇庆市高压氧舱检查组发现
我院潜水氧舱有十多个存在问题，决定暂停使用，限期三个月整改。在允许修理改造
过程中，原则上规定：谁制造谁负责。我院的潜水氧舱是德国八五年生产的。不可能
请外国的工程师来院整政。国内某氧舱厂曾来人联系，开价最低要10万元，为了节约
资金和时间，经研究决定：“按《医用高压氧舱》国家标准，由机械工程师温彦元负
责技改设计，并指导有证焊工协同施工”。把7个氧流量计从舱内迁出舱外；患者控制
改为医务人员控制；氧源1路降压改为2路降压；单管面罩连续供氧改为吸排氧呼吸面
罩：吸气供氧呼气断氧；呼出的废氧排在舱内改为排出舱外；自己设计声光报警装
置；加工卡套式接头，利用舱体空置螺孔，重新设计全部供氧排气管道；加装吸氧缓
冲罐和排水阀；改装安全阀和排气阀；增购控氧仪和双功对讲机；加配空调和自救灭
火器；新做舱内坐椅背板等，收到了较好的技术效果。供氧压力从2.3MPa降至
0.7MPa；舱内氧浓度从40％降至25％以内，患者吸氧量从1OL／min提高到3OL／min。
经过全面技术改造，用去工料费l.4万元。共完成十多个技改项目并顺利通过验收。根
据临床治疗实践证明：患者吸氧量增加，安全性能大大提高，与专业厂来院估价10万
元相比还节约8万多元开支。肇庆市劳动局介绍端州医院和高要市医院来我院参观学习
氧舱技改工程，均得到劳动局和兄弟单位的好评。现将我院潜水氧舱技改设计方案分
述如下： 

    一、潜水氧舱技改前基本情况 

    一舱二室三门，舱体直径1400mm，长360Omm，容积 5.5m3.设计压力 1MPa，工作
压力0.2MPa；观察窗φ130mm×3个。递物筒φ230mm；收治5人，7个氧流量计设在舱内
由患者各自控制。舱外照明，空气冷冻和四次过滤，手动加减压。德国85年8月制造，
我院86年初购置原价23万元（现价约60万元），同年3月投入使用。九年来未发生过事
故，但不安全因素却一直存在。 

    二、潜水氧舱技改前存在问题及原因 

    1．7个氧流量计设在舱内，供氧流量由患者各自调节常引起混乱。这可能是潜水
氧舱收治对象只局限于潜水人员，自调供氧流量的方式不适合综合医院复杂患者使
用。 

    2．舱内7条吸氧管是各2米长的橡胶软管，引至各患者面前常互相扭结在一起，
患者自调吸氧量时，分不清相应的流量计而引起混乱。 

    3．单管面罩连续供氧，呼气时连续供来的纯氧50％浪费了，且连同呼出的废氧
均排在舱内。造成舱内氧浓度不断升高达40％以上（空气21％；标准≤25％），超过
允许相对氧浓度约三倍多。即（40％一25％）÷（25％－21％）=15％÷4％=3.75倍。 



    4．原吸氧流量只有 8－10L／min，因无缓冲罐故不稳定。当患者自调出现混乱
时，舱外人员无法分别调控，只得加大供氧压力协助解决。 

    5. 氧源只有1路降压供氧。主供氧管有效截面 20mm3，供氧压力高达 2.3MPa，
超过标准0.7MPa约三倍多。 

    6. 原进口测氧仪无超氧浓度连续监测和报警功能，只能作间断测量。 

    7．主供气管是耐压胶管。φ36×7mm，放在地上已磨损，钢丝断露，碍行走，影
响操作。 

    8．舱内进排气管出口相距只有160mm，刚进舱的清新冷空气就从排气管排出，不
对瓶换气效果差。室外排废氧管出口离地只有0.4m，违反不少于3m高的要求。 

    9．原治疗舱和过渡舱的安全阀构横装在操作板上，不符合安装在各舱顶部的规
定。 

    10．贮气罐底部无排水阀，不符合罐底防腐蚀规定。 

    11．无紧急报警和超压自动报警装置，不符合安全监控规定。 

    12．单功对讲机使用时要频繁转换，经常因接触不良而失灵．不符合双通道对讲
要求。 

    13．舱内无高效无毒灭火器，万一出现火灾患者无法自救。 

    14．照明灯座放在舱外地上，易碰倒碍行走。 

    15．吹舱风扇用木凳承放，搬动费时费力且容易碰倒，碍操作。影响治疗室的整
洁。 

    16．无地线连接氧舱、贮气罐、对讲机、压缩机、空气冷冻机和氧汇流排等设
备，不符合电气安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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