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肺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机制尚待研究。

本次实验采用 RT-PCRwesternblot检测技术 , 分别对经染

尘的巨噬细胞上清液刺激的肺成纤维细胞株 (MRC-5)中的

HSP27的 mRNA及蛋白水平进行测定 , 结果证实体外模型的

MRC-5的 HSP27 mRNA及蛋白水平在经 SiO
2
粉尘刺激后均可

被诱导表达 , 且随染尘剂量的增加而增加 , 变化规律呈现一

致。表明染尘 AMs上清诱导其表达在转录水平调控 , 在一定

浓度范围内 , 染尘 AMs上清诱导 HSP27基因表达呈剂量-效

应关系 , 提示 HSP27的表达与细胞的应激水平密切相关。因

此 , HSP27在矽肺形成及发病中的作用值得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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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瓦斯爆炸致重度烧伤 28例分析

Analysison28 casesofseveredegreeburn

inducedbygasexplosioninacoalmine

杜松英 , 陈凤凤

(阜新矿业集团公司总医院 , 辽宁 阜新　123000)

　　近年来瓦斯爆炸时有发生, 爆炸时可致多人同时受伤, 且致

病因素较多 , 病情复杂, 救治任务繁重。现将我院 2005～ 2007年

收治的 3批 28例瓦斯爆炸致重度烧伤的病例资料分析如下。

1　对象

患者均为男性 , 年龄 23 ～ 52岁 , 平均 38.5岁 , 平均烧

伤面积 60%。其中三度烧伤 15例 , 烧伤面积达 30% ～ 60%者

占 53.6%;二度烧伤 13例 , 面积 46% ～ 95%者占 46.5%。

合并吸入性烧伤 18例 , 合并中毒出现精神症状 11例 , 合并

颅脑外伤 、 脑挫裂伤 5例 , 合并四肢骨折 6例 , 肺部损伤合

并液气胸 3例。入院时间为伤后 2 ～ 28 h。

2　救治措施与效果

入院后立即判定病情进行病员分诊 , 医护人员分组 , 同

时采取相应的抢救治疗措施 , ICU医生负责保持呼吸道通畅

及生命体征监测及处置 , 专科医生负责创面及复合伤的处理。

合并吸入性损伤 、 烧伤面积达 50%以上者采取床边气管切开

术 , 必要时立即采取呼吸机辅助呼吸。在呼吸道保证通畅 ,

静脉复苏补液顺畅的情况下 , 对烧伤创面进行流动水冲洗清

创并涂磺胺嘧碇银 , 红外线照射。全部病人均行深静脉穿刺

补液及留置导尿 , 适当加大胶体和水分补充量 , 胶体尽量从

外周静脉补给 , 以保证监测中心静脉压的准确性。同时早期

大量应用广谱抗生素 , 采取气道及创面分泌物标本做细菌培

养和药敏试验指导用药。加强创面处理 , 近早手术封闭创面 ,

及时消灭烧伤创面有助于控制和减轻感染 , 避免并发症。

28例患者住院 1 ～ 150 d, 平均 62 d, 抢救成功 22例 、 死

亡 6例 , 1例入院 2h后死于重度吸入性支气管损伤导致的呼

吸衰竭。 1例于入院第 7天死于重度弥漫性颅脑损伤 , 2例于

第 18天和第 31天死于 ARDS, 2例于切痂植皮术后第 7天和

第 16天死于多脏器功能衰竭。于入院后第 5 ～ 7天 , 对病情

平稳的三度及深二度的创面 , 开始有计划的分期分批实施痂

皮切开 , 进行异体皮和微粒皮移植 , 功能部位移植自体皮手

术 , 累计 18例 , 成功 12例。在第三批病人的救治中 , 我们

根据药敏试验 , 应用氟哌酸外敷浅二度创面 13例 , 获得了良

好的效果 , 创面均自行愈合。有 4例病人出现轻度 CO中毒的

精神症状 , 经早期高压氧治疗基本恢复。

3　讨论

3.1　瓦期爆炸致烧伤的特点

(1)烧伤程度 , 瓦斯的主要成分是 CH4 , 爆炸后产生的

温度在流动空气中可达 1850℃, 在密闭空气中可达 2650 ℃,

因流动快 (2 000 m/s), 与人体短暂接触就可以使暴露部位

烧伤致二度以上 , 加上大量煤尘 , 创面多污染严重。 (2)呼

吸系统损伤 , 除余热直接引起呼吸道烧灼伤外 , 爆炸后有害

气体的吸入及冲击波致肺部暴震均可引起气管 、 支气管 、 肺

泡不同程度的损伤 , 导致呼吸系统功能障碍。本文有 18例病

人合并吸入性呼吸道损伤 , 占 64%。 (3)有害气体中毒及脑

缺氧损害 , 瓦斯爆炸后可产生 CO、 CO2、 NO、 NO2等有毒气

体 , 造成组织细胞缺氧 , 极易诱发脑水肿及脑循环障碍 , 引

起一系列中枢神经症状。 (4)大面积烧伤 、 呼吸道灼伤 、 外

伤 、 有害气体中毒均可以引发有效循环锐减 、 低氧血症发生 ,

从而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 (5)合并伤 , 矿井内瓦斯爆炸时

可产生 912 kPa的压力 , 冲击波可以引起颅脑 、 骨骼及内脏等

复合损伤 , 应及时判断 , 有效处理。

3.2　救治体会

(1)瓦斯爆炸因冲击波作用合并伤较多 , 入院后立即分

组诊治 , 分工明确 , 从伤情判断 , 到迅速建立静脉通道及创

面的处理 , 医护人员紧密配合 , 提高抢救实效。本组 28例患

者除 1例入院时因重度吸入性损伤致呼吸功能衰竭死亡外 ,

其余均顺利通过休克急救期。 (2)早期人工气道开放 , 加强

气道管理 , 减少肺不张和肺部感染 , 在保持呼吸道通畅的同

时给予雾化吸入。 进行性呼吸困难的给予呼吸机辅助呼吸。

28例重度烧伤的病人仅 2例死于 ARDS, 2例死于 MOF。 (3)

早期氧疗有助于防止低氧血症的发生 , 且对 CO中毒的救治也

有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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