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识吧    www.gupiaozhishiba.com
 

血氧量白天比夜间低怎么回事、为什么有些糖尿病患者血
糖白天高晚上低？-股识吧

一、夜间轻度低血氧怎么回事？

脉搏血氧主要反映氧气的一个利用的情况。
是否存在缺氧的情况的。
意见建议：白天测量和晚上测量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要达到95%或者是以上才比较好的。
否则建议是去医院检查一下看是否存在呼吸的一些疾病的。
当然如果晚上打鼾的情况下别人帮你测试可能存在低于这个数值的。

二、说有氧呼吸强度白天比晚上强为什么不一定

如果是植物或变温动物就看温度，因为温度会影响它们酶的活性，这样一般是白天
有氧呼吸比晚上强，但也不能100%成立，因为白天变温生物也会想办法避免高温
的。
对于恒温动物而言，在安静状态，产热与维持体温相关，夜晚温度低，就需要更快
的进行有氧呼吸来维持体温，所以晚上反而强。

三、为啥血压晚上比白天低?

正常

四、高血压早上高晚上低怎么回事

白天 有阳光，植物在进行光合作用，产生氧气；
大多数动物都在运动，比睡觉耗氧多；
但总的来说生产约大于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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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无阳光，植物不能产氧；
动植物都要耗氧。
黎明是氧气最少的时候

五、为什么白天空气中CO2的含量比晚上要少?

白天 有阳光，植物在进行光合作用，产生氧气；
大多数动物都在运动，比睡觉耗氧多；
但总的来说生产约大于消耗。
晚上无阳光，植物不能产氧；
动植物都要耗氧。
黎明是氧气最少的时候

六、早晨血压高晚上血压低是怎么回事

您好；
正常人的血压一天内可以有所波动，一般正常人的血压在一天内是早晨的血压药高
于晚上的，因为这个时候血管收缩的还比较厉害，血液粘稠度也可能高，这都是正
常的现象，请不要过度担心。

七、为什么有些糖尿病患者血糖白天高晚上低？

您好！这个和咱们人体的活动规律有关系，有多方面的原因：1、白天我们人体在
活动，体内需要分泌多中激素，来维持我们身体生理活动的需要，例如：肾上腺素
等，这些激素都有升血糖作用，所以白天的血糖要比晚上低。
2.白天进食会引起血糖的升高。
3.白天体力活动也可以引起血糖暂时性的升高。

八、血氧量低的症状是什么?如何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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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缺氧：指组织细胞得不到充足的氧或不能充分利用氧时，组织的代谢、功能，
甚至形态结构发生异常变化的病理过程。

九、高血压早上高晚上低怎么回事

病情分析：您好，根据你的描述，是高血压。
主要是收缩压或舒张压增高。
长此以往，对身体的很多器官会造成伤害。
意见建议：药物可以使用氨酰心安，美多心安。
平时注意保证足够的睡眠，最好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
注意饮食调节，以低盐、低动物脂肪饮食为宜，避免富含胆固醇的食物。
祝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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