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曾经一起攀登过八座世界最高山峰的

登山者拉尔夫 ·杜伊莫维茨和南希 ·汉森来说，空

气稀薄的环境似乎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2018

年 5月 ，他 们 俩 进 入 了 德 国 航 空 太 空 中 心

(DLR)的低氧舱，那才是他们职业生涯攀爬过的

“最高峰”。

经过两周的适应期后，他们在比珠穆朗玛

峰顶空气还要稀薄的环境下坚持了16天，其中

有4天的氧气浓度相当于身处海拔7112米的山

区——这已非常接近海拔8000米的“死亡区”。

在“死亡区”里，缺氧会影响登山者的判断力，还

会增加他们心脏病发作与中风的风险。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两位登山者及观察他们

的研究人员曾无数次犹豫是否要中断实验。但

可喜的是，他们坚持了下来。如果杜伊莫维茨和

汉森能够证明人类可以忍受长时间的缺氧环境，

这将为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实验铺平道路：测试

人们缺氧一段时间是否有益。

“高海拔适应”

或可让身体更健康？

这听起来有点奇怪。因为，我们的器官和组

织是需要氧气的。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初期，患者的血液含氧量低到让医生困惑，因此

他们会在治疗方案中加上“多吸氧”这一项。同

样，心脏病或中风患者在发作后也需要吸氧，以

确保他们的组织不会死亡。

不过，科学家还是发现，一些缺氧适应似乎

是有益的。大约140年前，法国生理学家保罗 ·

伯特就提出了“人在高海拔环境下，机体内携有

氧气的红细胞数量会增加”的假设。上世纪30

年代，俄罗斯空军飞行员在驾驶开放式驾驶舱飞

机前，都要经受“高海拔适应”的训练。

在这期间，医生们注意到，缺氧似乎有助

于治疗从哮喘到高血压的各种疾病。现在仍有

不少临床现象表明，当人的心脏和脊髓受损

时，适当的缺氧反而可能帮助患者更快恢复。

实际上，我们的身体早就为适应不同的氧气浓

度变化做好了准备。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授予了三位英美科学家，他们发现了一种被称

为缺氧诱导因子（HIF）的关键分子，当氧气供应不

足时，HIF就会被大量产生，通过激活数百个基因

和生化信号通路来帮助人体应对缺氧的情况。

科学家由此产生疑问：在某些情况下，我们

是不是吸入了过多的氧气？这似乎与传统医学

对缺氧的看法完全不同：当人们进入山区时，氧

气供应的减少会使机体被迫做出一些应对措施，

比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人们可能会感到恶

心、头痛，难以集中注意力。严重的高原反应还

可能致命，因为它会导致大脑膨胀、肺部积液。

尽管如此，与长期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人相比，

那些长期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人似乎更健康——

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某些癌症（如乳腺癌和淋巴

瘤）在他们中的发病率较低海拔地区人群偏低。

“间歇性缺氧”

可能触发生长因子释放

一些动物研究为我们揭示出了这个悖论背

后的原因。2017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西

南医学中心的希沙姆 ·萨迪克和他的同事报告了

一个奇怪的发现。

研究者把实验鼠关在一个含氧量逐渐下降

的房间里进行观察，发现在连续两周呼吸含氧

量7%的空气（相当于人在珠穆朗玛峰顶峰呼吸

到的氧气含量）后，这些老鼠的心脏细胞开始重

新分裂生长。这是个令人惊讶的发现，因为成

年哺乳动物的心脏通常无法形成足够的新组织

来进行自我再生，这就是心脏病为何如此致命

的原因。

萨迪克知道，哺乳动物的心脏细胞能够在子

宫内维持分裂与生长，但出生后不久这种能力就

会失去。他想知道，这是否与胚胎所经历的特殊

氧气环境有关。

虽然胚胎通过胎盘从母体获得氧气，但它们

的心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缺氧条件下生长的，此

时心脏如果受损，还可以再生。不过，婴儿出生

后很快就会失去这种能力，当他们开始呼吸，体

内就会充满氧气。萨迪克推测，这个过程是可逆

的：通过精细控制机体吸入的氧气浓度，成熟的

心脏细胞或可回归到“胚胎状态”，重拾分裂再生

的能力。

萨迪克并不是唯一一个发现缺氧可能有益

的人。过去几年里，由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神经科

学家戈登 ·米切尔领导的团队一直在限制脊髓损

伤患者的氧气吸入量。这些患者都需要使用呼

吸机，米切尔说：“我们会让患者吸一分钟普通空

气，再吸一分钟相当于海拔6000米山区的稀薄

空气，如此反复。”

研究发现，呼吸稀薄空气的患者对呼吸机的

依赖性更小。同时，他们行走和抓握的能力也有

所提高。米切尔的团队通过研究发现，缺氧会触

发生长因子的释放，而生长因子可以增强神经连

接——这样一来，大脑和脊髓之间的神经通路就

加强了。如今，这一发现正在通过更多临床试验

加以证实。

还有一些证据表明，缺氧会刺激心脏周围

新生血管的生长。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

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较低。

从目前已发表的几项初期试验报告来看，

“间歇性缺氧”治疗也可能有助于减少与神经

退行性疾病相关的认知障碍。米切尔透露，他

们还在研究间接性缺氧治疗对其他疾病，包括

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多发性硬化和中风等的

作用。

入住高山

多吃不动也可多燃脂

即使对于身体健康的普通人，缺氧治疗也可

能有不少好处，其中较为吸引大众的一条是有助

减肥。

有研究表明，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人通常都

不肥胖，而生活在低海拔地区而经常进行登山运

动的人也不易肥胖。这是因为喜欢生活在高海

拔地区的人机体更活跃吗？还是因为爬山是一

项艰辛的运动？但研究人员表示，除此之外，还

可能有更深层的原因。

1985年，美军在一个低氧舱内进行了一次

长达40天的登山探险环境模拟。六名志愿者

穿得很暖，每天有不限量的小吃和餐点，如果他

们愿意的话也可以锻炼。与杜伊莫维茨和汉森

呆在DLR的实验一样，舱内氧气含量会逐渐降

低，直至如同珠穆朗玛峰顶峰一样稀薄。实验

表明，志愿者在40天内平均减掉了7.5公斤的

体重。

另一项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研究人

员招募了一组肥胖男性，让他们在一座位于海拔

2650米的舒适住所中度过一周。在此期间，这些

志愿者没有运动，可以随心所欲地摄食，但每个

人都瘦了大约1.3公斤。

研究人员认为，缺氧是通过两种方式导致体

重减轻的。第一种是使人不那么饥饿。在这项

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志愿者在高海拔地区产

生了更多的饱足激素，所以他们在试验期间会比

平时每天少摄入730卡路里。第二种是引发荷

尔蒙变化，从而提高人体新陈代谢率。在缺氧状

态下，人体会燃烧更多卡路里，多消耗至少30%

的能量。

用好双刃剑

探索“稀薄氧气下更健康”

不过，这并不是说想减肥的人都应该去爬

山。一方面，当人们不再缺氧时，缺氧的影响可

能会消退——在滑雪胜地过一个周末，不太可能

产生持久的减肥效果。另一方面，现有研究还不

清楚，究竟应该限制多少氧气吸入才能对健康产

生正面效果，以及适当限制吸入氧气是否对所有

人都适用。

归根结底，缺氧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在某些

情况下有益，在其他情况下无疑是有害的。例

如，对于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人来说，缺

氧会导致人们在夜间反复地停止呼吸，有时停

止呼吸会长达几分钟。许多患有睡眠呼吸暂停

综合征的人会患上糖尿病，这可能是因为缺氧

触发了葡萄糖代谢的变化，使患者更容易患上

糖尿病。

关于缺氧的研究还需要继续，因此有了杜伊

莫维茨和汉森所接受的实验。受到萨迪克的老

鼠研究（表明缺氧会促进心脏再生）的启发，DLR

的乌尔里赫 ·林佩尔和他的同事想要先测试长期

缺氧对健康个体的影响，最终在心脏病康复者身

上进行试验。

稀薄的空气导致登山者的身体发生了明显

的变化：他们的心跳变得不规则、血液因为骨髓

产生的额外红细胞而变稠、大脑中的静脉肿胀、

心脏收缩、心壁变厚。当他们恢复呼吸正常空气

后，这些变化中的大部分都会逆转。

就杜伊莫维茨和汉森而言，当他们走出没有

窗户的低氧舱，回到正常的空气中时，他们似乎

松了口气。汉森在她的博客中写道：“在低氧舱

内封闭了五周时间，出舱后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外

面很大，而且很忙碌。空气中有很多氧气，感觉

很棒！”

进一步的研究还将继续。林佩尔说：“现在

我们知道了人类健康个体可以无风险地忍受这

种程度的缺氧，接下来我们需要证明心脏病患者

也可以。”他的团队已经招募了一批患有心脏病

并愿意在低氧舱中度过数周的志愿者——就像

登山者一样，志愿者会经历一个环境氧气浓度慢

慢下降的过程。

氧气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不可替代物质。正

因为它如此重要，林佩尔希望，找到一种人体在

缺氧后的反击方法——人们会在氧气稀薄的状

态下变得更健康。

除了引发高原反应，缺氧环境竟还可能促进心脏再生、增强神经连接甚至减肥

氧气适时“缺席”，激发人体健康新潜能

一顿饱餐之后，大脑总会不同程度地犯
困。这一众所周知的生活体验，究竟是怎样
引起的？一个常见的解释是：人吃完饭后，肠
胃功能活动显著加强，血流量随之增加；相应
的，大脑中的血流量开始减少，继而供氧量下

降，所以会产生困倦的感觉。
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可并没有得

到科学研究证据的支持。甚至有研究表明，
饭后大脑的血流量不仅没减少，反而还会增
加。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餐后犯困
呢？这对看似非常简单的关系，内在原理却
十分复杂而奇妙。

饱食犯困，大脑缺氧是“推手”吗？
■汪华志 徐楠杰

饱食后犯困会使身体反应迟缓，在有天敌
的环境中，这会增加危险。可是，这种调节机
制既然在进化过程中得以保留，自有其道理。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发现，食物的
消化是一项需要集中能量和精力去进行的代
谢功能，而吃饱后产生的困倦可以通过抑制
大脑对外部刺激的感知而加强消化功能。

进食时，食物会刺激人体的迷走神经，这
一方面加强了胃肠的消化活动、促进吸收营
养物质以储存能量，另一方面会使人体血压
下降、心率减慢、体温降低、呼吸减慢，有利于
人体进入睡眠。

困倦能够促使身体的活跃度下降，能量
消耗减少，有利于能量的贮存。之后，身体再
进行需要消耗能量的行为，就有更多可以利
用的能量，这可大大提高在野外环境中捕食

等行为的成功率。
困倦除了保存能量、缓解身体疲劳外，其

引发的睡眠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功能——使
清醒时获得的记忆得到充分巩固。最新研究
表明，在给果蝇进行记忆训练之后再把果蝇
喂饱，果蝇对睡眠的需求量就会明显增高。
但如果让记忆训练后的果蝇一直得不到睡
眠，果蝇的记忆就不能得到巩固。有趣的是，
假如果蝇一直处于饥饿状态，它们在记忆训
练后就不会产生睡眠需求。

由此可见，餐后犯困其实是大脑为了巩
固记忆而发出的一种内在信号，通过督促睡
眠，以更好地利用所获得的能量，从而达到维
持记忆功能的目的。
（作者分别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

生、研究员）

饱食犯困竟可增强记忆

激素，原来是你

如今受到广泛认可的解释是，激素的作
用是造成饱食后犯困的原因。

早在1980年，就有研究指出，血液中
缩胆囊素浓度的提高会导致大鼠睡眠时间的
延长。1997年，意大利圣马泰奥医学中心
及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招募了18名
健康的志愿者 （9名男性和9名女性），发
现饭后2-3小时内，受试者血液中缩胆囊
素的浓度明显上升，睡意也明显增强。

餐后犯困和促食欲素的水平也有关系。
促食欲素也叫下丘脑泌素，是下丘脑分泌的
一类激素。进食能够引起身体血糖的升高，
同时抑制促食欲素的分泌。而促食欲素含量
降低就会导致人体困倦。

2011年，英国剑桥大学等机构的研究
人员发现，当实验鼠吃下高糖食物后，血糖
浓度上升，促食欲素的分泌量大大减少，实
验鼠容易进入睡眠。而如果给小鼠喂食含有
较多蛋白质的食物，则会促进促食欲素的分
泌，实验鼠就会保持清醒状态。

研究人员丹尼斯 · 布尔达科夫说：“这
项发现说明，也许可以通过选择食物来帮助
自己入睡或保持清醒，比如需要保持清醒

时，就不要在面包上涂抹果酱了，吃一些鸡
蛋是不错的选择。”

此外，科学家们还发现胰岛素和犯困也
密切相关。作为人体内唯一降低血糖的激
素，有关胰岛素本身对睡眠的影响其实尚无
详细的研究。一般认为，胰岛素对睡眠没有
直接作用，但是可以通过影响血糖对睡眠产
生间接影响。

饭后，食物中的葡萄糖被人体吸收导致
血糖上升，胰岛素就会分泌出来帮助降低血
糖；胰岛素还会促进蛋白质合成，使人体中
的色氨酸含量增多，于是脑内就会合成5-

羟色胺，5-羟色胺可进一步形成褪黑素，
从而让大脑产生睡意。

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些激素为什么要使
大脑犯困呢？科学家们发现，餐后犯困的这
一现象其实是出于保障大脑重要功能的需
要。这是大脑和胃肠活动在互动中形成的一
种反应机制，具有生理功能上的深刻意义。
在危机四伏的险恶环境中，动物的清醒和睡
眠状态直接关系到个体的生存，选择何时入
睡不仅蕴含生理学机制，在进化上也是一个
有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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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珠穆朗玛峰的顶峰，一次呼吸到的氧气只有低海拔地区的三分之一。（图/pixabay）

氧气是确保细胞发挥功能、产
生能量的生存必需品。没有足够
的氧气，人体的器官和细胞就会死
亡。不过，科学家发现，在某些特
定时刻限制吸入氧气，或许反而能
帮助机体更好地修复伤病。
实际上，人体的确拥有应对不

同氧气浓度环境的机制。初步研
究发现，在缺氧状态下，人体内一
些特殊的细胞分化、代谢机制等会
被激活，从而为某些疾病的治疗、
增强人体健康带来帮助。
然而，目前人们对缺氧的深层

生命机制了解还十分有限。深入
研究缺氧给人体带来的利与弊，将
有助于提升人类健康水平，战胜更
多疾病。

餐后激素的调节。

（根据JaincolLab原图修改）

■江泽珍/编译

对于曾经一起攀登过八座世界最高山峰的

登山者拉尔夫 ·杜伊莫维茨和南希 ·汉森来说，

空气稀薄的环境似乎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2018年5月，他们俩进入了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的

低氧舱，那才是他们职业生涯攀爬过的“最高峰”。

经过两周的适应期后，他们在比珠穆朗玛

峰顶空气还要稀薄的环境下坚持了16天，其中

有4天的氧气浓度相当于身处海拔7112米的山

区——这已非常接近海拔 8000米的“死亡

区”。在“死亡区”里，缺氧会影响登山者的判断

力，还会增加他们心脏病发作与中风的风险。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两位登山者及观察他

们的研究人员曾无数次犹豫是否要中断实验。

但可喜的是，他们坚持了下来。如果杜伊莫维

茨和汉森能够证明人类可以忍受长时间的缺氧

环境，这将为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实验铺平道

路：测试人们缺氧一段时间是否对身体有益。

高海拔适应

或可让身体更健康？

这听起来有点奇怪。因为，我们的器官和

组织是需要氧气的。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初期，患者的血液含氧量低到让医生困惑，

因此他们会在治疗方案中加上一项“多吸氧”。

同样，心脏病或中风患者在发作后也需要吸氧，

以确保他们的组织不会死亡。

不过，科学家还是发现，一些缺氧适应又似

乎是有益的。大约140年前，法国生理学家保

罗 ·伯特就提出了“人在高海拔环境下，机体内

携有氧气的红细胞数量会增加”的假设。上世

纪30年代的空军飞行员在驾驶开放式驾驶舱

飞机前，都要经受“高海拔适应”的训练。

在这期间，医生们注意到，缺氧似乎有助于

治疗从哮喘到高血压的各种疾病。现在仍有不

少临床现象表明，当人的心脏和脊髓受损时，适

当的缺氧反而可能帮助患者更快恢复。

实际上，我们的身体早就为适应不同的氧

气浓度做好了准备。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授予了三位英美科学家，他们发现了一

种被称为缺氧诱导因子（HIF）的关键分子，当

氧气供应不足时，HIF就会被大量产生，通过激

活数百个基因和生化信号通路来帮助人体应对

缺氧。

科学家由此产生疑问：某些情况下，我们是

不是吸入了过多的氧气？这似乎与传统医学对

缺氧的看法完全不同：当人们进入山区时，氧气

供应的减少会使机体被迫做出一些应对措施，

比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人们可能会感到恶

心、头痛，难以集中注意力。严重的高原反应还

可能致命，因为它会导致大脑膨胀、肺部积液。

尽管如此，与长期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人

相比，那些高海拔地区的人似乎更健康——糖

尿病、心血管疾病和某些癌症（如乳腺癌和淋巴

瘤）在他们中的发病率较低海拔地区人群偏低。

间歇性缺氧

可能触发生长因子释放

一些动物研究为我们揭示出了这个悖论背

后的原因。2017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

斯西南医学中心的希沙姆 · 萨迪克和他的同事

报告了一个奇怪的发现。

研究者把实验鼠关在一个含氧量逐渐下降

的空间里进行观察，发现在连续两周呼吸含氧

量7%的空气（相当于人在珠穆朗玛峰顶峰呼

吸到的氧气含量）后，这些老鼠的心脏细胞开

始重新分裂生长。这是个令人惊讶的发现，因

为成年哺乳动物的心脏通常无法形成足够的新

组织来进行自我再生，这就是心脏病为何如此

致命的原因。

萨迪克知道，哺乳动物的心脏细胞能够在

子宫内维持分裂与生长，但出生后不久这种能

力就会失去。他想知道，这是否与胚胎所经历

的特殊氧气环境有关。

虽然胚胎通过胎盘从母体获得氧气，但它

们的心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缺氧条件下生长

的，此时心脏如果受损，还可以再生。不过，

婴儿出生后很快就会失去这种能力，当他们开

始呼吸，体内就会充满氧气。萨迪克推测，这

个过程是可逆的：通过精细控制机体吸入的氧

气浓度，成熟的心脏细胞或可回归到“胚胎状

态”，重拾分裂再生的能力。

萨迪克并不是唯一一个发现缺氧可能有益

的人。过去几年里，由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神经

科学家戈登 · 米切尔领导的团队一直在限制脊

髓损伤患者的氧气吸入量。这些患者都需要使

用呼吸机，米切尔说：“我们会让患者吸一分

钟普通空气，再吸一分钟相当于海拔6000米

山区的稀薄空气，如此反复。”

研究发现，呼吸稀薄空气的患者对呼吸机

的依赖性更小。同时，他们行走和抓握的能力

也有所提高。米切尔的团队通过研究发现，缺

氧会触发生长因子的释放，而生长因子可以增

强神经连接——这样一来，大脑和脊髓之间的

神经通路就加强了。如今，这一发现正在通过

更多临床试验加以证实。

还有一些证据也表明，缺氧会刺激心脏周

围新生血管的生长。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

长期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人群患心血管疾病的

风险较低。

从目前已发表的几项初期试验报告来

看，间歇性缺氧治疗也可能有助于消减与神

经退行性疾病相关的认知障碍。米切尔透

露，他们还在研究间歇性缺氧治疗对其他疾

病，包括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多发性硬化

和中风等的作用。

入住高山

多吃不动也可多燃脂

对于身体健康的普通人，缺氧治疗也可能

有不少好处，其中较为吸引大众的一条是有助

减肥。

有研究表明，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人通常

都不肥胖，而生活在低海拔地区而经常进行登

山运动的人也不易肥胖。这是因为喜欢生活在

高海拔地区的人机体更活跃吗？还是因为爬山

是一项高耗能的运动？但研究人员表示，除此

之外，还可能有更深层的原因。

1985年，美军在一个低氧舱内进行了一

次长达40天的登山探险环境模拟。六名志愿

者穿得很暖，每天有不限量的小吃和餐点，如

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锻炼。与杜伊莫维茨和

汉森在DLR的实验一样，舱内氧气含量会逐

渐降低，直至如同珠穆朗玛峰顶峰一样稀薄。

实验表明，志愿者在40天内平均减掉了7.5公

斤的体重。

另一项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研究人

员招募了一组肥胖男性，让他们在一座位于海

拔2650米的舒适住所中度过一周。在此期

间，这些志愿者没有运动，可以随心所欲地摄

食，但每个人都瘦了大约1.3公斤。

研究人员认为，缺氧是通过两种方式导致

体重减轻的。第一种是使人不那么饥饿。在这

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志愿者在高海拔地

区产生了更多的饱足激素，所以他们在试验期

间会比平时每天少摄入730卡路里。第二种是

引发荷尔蒙变化，从而提高人体新陈代谢率。

在缺氧状态下，人体会燃烧更多卡路里，多消

耗至少30%的能量。

用好双刃剑

探索“稀薄氧气下更健康”

这并不是说想减肥的人都应该去爬山。一

方面，当人们不再缺氧时，缺氧的影响可能会

消退——在滑雪胜地过一个周末，不太可能产

生持久的减肥效果。另一方面，现有研究还不

清楚，究竟应该限制多少氧气吸入才能对健康

产生正面效果，以及适当限制吸入氧气是否对

所有人都适用。

归根结底，缺氧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在某

些情况下有益，在其他情况下无疑是有害的。

例如，对于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人来

说，缺氧会导致人们在夜间反复地停止呼吸，

有时呼吸停止会长达几分钟。许多患有睡眠呼

吸暂停综合征的人会患上糖尿病，这可能是因

为缺氧触发了葡萄糖代谢的变化，使患者更容

易患上糖尿病。

关于缺氧的研究还需要继续，因此有了杜

伊莫维茨和汉森所接受的实验。受到萨迪克的

老鼠研究（表明缺氧会促进心脏细胞的再生）

的启发，DLR的乌尔里赫 · 林佩尔和他的同

事想先测试长期缺氧对健康个体的影响，最终

在心脏病康复者身上进行试验。

稀薄的空气会导致登山者的身体发生明显

的变化：他们的心跳变得不规则、血液因为骨

髓产生的额外红细胞而变稠、大脑中静脉肿

胀、心脏收缩、心壁变厚。当他们恢复呼吸正

常空气后，这些变化中的大部分都会逆转。

就杜伊莫维茨和汉森而言，当他们走出没

有窗户的低氧舱，回到正常空气中时，他们似

乎松了口气。汉森在她的博客中写道：“在低

氧舱内封闭了五周时间，出舱后我的第一感觉

就是外面很大，而且很忙碌。空气中有很多氧

气，感觉很棒！”

更多深入研究还将继续。林佩尔说：“现

在我们知道了人类健康个体可以无风险地忍受

这种程度的缺氧，接下来我们需要证明心脏病

患者也可以。”他的团队已经招募了一批患有

心脏病并愿意在低氧舱中度过数周的志愿者

——就像登山者一样，志愿者会经历一个环境

氧气浓度慢慢下降的过程。

氧气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不可替代的物质。

正因为它如此重要，林佩尔希望找到一种人体

在缺氧后的反击方法——人们会在氧气稀薄的

状态下变得更健康。

除了引发高原反应，缺氧环境也可能促进心脏再生、增强神经连接甚至减肥

氧气适时“缺席”，激发人体健康新潜能

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医生一直

在困惑：“为什么新冠患者的血氧水

平这么低？”美国芝加哥罗耀拉大学

医学中心的肺病专家马丁 · 托宾的一

项分析指出，新冠患者的血氧水平低

到“无法维持生命”。但当时大多数

新冠患者能够正常说话，且似乎没有

呼吸困难的现象。

这种情况被称为“快乐缺氧”，又

称为“隐形缺氧”，是一种体内氧含量

低但自己却不自知的危险现象。它可

由各种疾病引起，尤其是肺部和心脏

的病变。

无论“快乐缺氧”是以什么情况

出现，它似乎都能让肺部继续排出二

氧化碳，至少在最初阶段是这样。所

以，就算血液中的氧含量在下降，人

们也误认为自己感觉良好。

尽管名叫“快乐缺氧”，但缺氧

并不“快乐”，因为它确实会对人体

造成伤害。体内氧含量减少与新冠病

毒感染相关的死亡率增加有关。有人

猜测，这可能是因为病毒所产生的一

些神经症状所引起的。

因此，监测血氧水平看起来至关

重要。早在2020年10月，英国就开

始向新冠病毒感染者分发脉搏血氧

仪。这样，他们可以在家中关注自己

的血氧水平，并关注任何引发危险的

下降信号。

危害生命的“快乐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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