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况应考虑有发生难治性肺部感染的可能:(1)经常规抗感

染治疗 , 病情未见好转 , 反呈进行性加重;(2)在抗感染治

疗过程中 , 患者发生心衰 、 呼衰。 (3)年老体弱患者 , 虽经

强有力抗感染治疗 , 但仍精神萎靡 , 痰不易咯出。 (4)短期

抗生素治疗有显著疗效 , 但半年内同一部位再次发生急性炎

症感染。(5)因失治 、 误治或抗生素使用不当使病情恶化。

综上所述 , 对尘肺合并难治性肺部感染其抗生素需广谱 、

联合 、 足量应用。当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时 , 应考虑是否有

细菌耐药之可能 , 尽早作痰涂片或培养 , 认真寻找病因。 在

治疗过程中合理应用抗生素和激素 , 预防发生二重感染。 保

持呼吸道通畅 , 积极治疗基础疾病 , 加强营养支持疗法 , 预

防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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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50 例颅脑损伤病人致伤原因及预后进行了分

析 , 指出安全教育 、 安全生产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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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外地打工人员颅脑损伤的发病率 、 致残率及死亡率

均比较高。本地三家医院自 1995 年 1 月 ～ 1999 年 5 月收治外

地打工人员重型颅脑损伤 50 例 , 现对其致伤原因进行综合分

析并提出预防措施。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男 40例 , 女 10 例。年龄 18 ～ 32 岁 , 平均 26岁。 文

化水平低 , 最高文化程度初中三年级 (仅 3 人)。 本市郊县 3

人 , 其余为外地人。

1.2　致伤原因

跳板断裂高空坠落 3例 , 运砖小推车连人一起坠落 2 例 ,

因风大跳板不平滑落 , 安全网破旧失效 2 例 , 方木由五楼落

下砸伤头部 (没戴安全帽)3 例 , 高速转动的电锯 、 沙轮及车

床上的铁件飞出击中头部 5 例 , 头伸进搅拌机中他人误推电

门致伤 1例 , 木制电杆根部腐烂断裂杆上作业人员跌落 1 例 ,

高空作业触电坠落 1例 , 用电钻钻孔安窗帘因电钻触电跌下 1

例。厂内外生产性车祸:翻车 5 例 , 撞车 4 例 , 车速快 、 路

不平 、 超员 、 车摇摆致人跌落 2 例 , 因雨大瞭望不清 , 汽车

与火车相撞 5例;非生产性车祸:无证驾驶 3例 , 酒后驾驶 2

例 , 骑飞车 2例 , 殴斗 3 例 , 原因不明 5例。

1.3　病理分析

颅骨骨折 30 例 , 颅底骨折 15 例 , 凹陷骨折 10 例 , 脑挫

裂伤40例 , 硬膜外血肿 10 例 , 硬膜下血肿 40 例 , 多发颅内

血肿 10例。

1.4　来院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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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及颅脑损伤的治疗。

　　来院时昏迷38 例 , 出现一侧瞳孔散大脑疝者 20 例 , 双侧

瞳孔散大者 9例。

2　治疗经过

48 例进行开颅手术 , 单纯性硬膜外血肿出现脑疝者或虽

然没出现脑疝 , 但病人有意识障碍和偏瘫 , CT 表现有中线移

位 , 脑室受压者;脑挫裂伤 , 颅内血肿或多发颅内血肿者一

律行血肿清除去大骨瓣减压术 , 术后尽早行气管切开 , 冬眠

低温及必要的药物治疗。

3　结果

50 例中死亡 12 例 , 其中 8例来院时双侧瞳孔已散大超过

3 小时以上 , 虽经开颅但因伤情太重而死亡。 2 例来院后 1 小

时死亡 , 其余 2 例因一侧瞳孔散大清除血肿后即发生急性脑

膨出 , 术后很快死亡。治愈38例 , 完全恢复工作 28 例 , 部分

恢复 3例 , 丧失劳动能力 5 例 , 植物生存 2例。

4　讨论

打工人员作为社会的特殊人群 , 由于生活 、 工作方式不

同 、 经济拮据 、 生活不稳定造成心理失衡 、 健康水平下降 、

精神不集中 、 判断失误 , 致使意外伤害较多 , 是该人群事故

高发的原因之一。本组绝大多数属于生产性损伤 , 高空作业 ,

独立岗位 , 整天和电器 、 高速运转的机械及各类生产用车打

交道 , 工作性质本身就存在着危险性 , 个别领导尤其个体老

板疏于管理或根本不懂管理 , 只抓效益不抓安全 , 安全设施

陈旧 , 安全网不坚实 , 没有个人防护用品 , 安全教育不够 ,

这是事故高发的原因之二。因此必须做到安全生产 , 落实安

全责任制。本组病员多来自边远农村 , 山区城乡接合部 , 由

于年龄较轻 , 文化水平较低 , 从农村到城市 , 从单一的田间

劳动到多种复杂的工业生产 , 存有好奇心 , 缺乏有关安全生

产的知识 , 个人安全防范意识淡薄 , 规章制度不健全或有章

不循 , 是事故高发的原因之三。因此必须做好岗前安全教育 ,

坚持先培训后上岗的原则。

本组部分事故属于车祸 (生产性占2/3 , 非生产性占 1/

3)。要提高司机的素质 , 遵守交通规则 , 长途运输 、 夜间行

车应劳逸结合 , 保证充沛的精力 , 车上作业人员及雨中行车

均应保证安全 , 按有关规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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