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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目的：探讨间歇性高压氧处理对骨骼肌急性挫伤后康复效果及过氧化物酶歧化物（SOD）、丙二醛（MDA）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的影响。方法：成年SD大鼠72只，随

机分为空白对照组（CON，n=24），损伤自然愈合组（NOR，n=24），间歇性高压氧处理组（HBO，n=24），采用重物击打法建立骨骼肌急性钝挫伤模型。在骨骼肌损伤后1周、3周、5周、7

周随机选取各组大鼠6只处死，采用ELISA法检测大鼠骨骼肌及血清SOD、MDA和GSH-px活性，运用万能材料试验机单向拉伸试验检测骨骼肌最大拉伸强度及最大拉伸率，观察受损骨骼肌修复

过程中的生物力学特性。结果：在打击造模后1周，HBO组血清及骨骼肌组织SOD和GSH-px水平均高于NOR组（P<0.05）；与CON组相比较，NOR组和HBO组血清及肌组织MDA浓度均有升高（P<

0.05）,但NOR组升高更显著。HBO组骨骼肌最大拉伸强度和最大拉伸率在伤后第3周和第5周时明显优于NOR组（P<0.05），至第7周时各组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结论：间歇性高

压氧处理可明显降低骨骼肌挫伤后血清及组织MDA的含量，显著提高血清及损伤局部骨骼肌SOD和GSH-px的活性，有效改善受损骨骼肌的生物力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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