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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总结近 # 年来我们救治成批瓦斯爆炸伤的临床救治情况，探讨方便、经济、临床效果好的治

疗方法。方法：分析使用烧伤湿性医疗技术（$%&’ ( $%&)），治疗 *+ 例因瓦斯爆炸伤患者的诊疗过程。结果：痊愈 *, 例，

死亡 - 例。结论：!. 救治体系的建立，伤员的合理分组。". 早期病情的判断，及时的处理创面。$%&’ ( $%&) 治疗成批瓦

斯爆炸伤是一种好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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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近 # 年来，我们分批收治了 *+ 例煤矿瓦

斯爆炸伤患者，通过全院人员的积极救治，使用烧

伤湿性医疗技术（$%&’ ( $%&)），取得了好的疗

效，积累了一些临床经验。现报告如下：

一、临床资料

!. 一般资料：本组共 - 批收治 *+ 例，全部为

男性，年龄 !+ 3 -2 岁，平均 "*.- 岁，最多一次来

院 ", 人，最少 - 人，平均 !, 例。烧伤面积 !2 3
42Q的 !# 例；4! 3 -2Q例的 41 例；-! 3 #2Q的 +
例；超过 #2Q的 - 例，平均 !, 例。烧伤深度：以

!度和深!度浅型为多，有 "- 例为深!度深型，

有 * 例为"度创面。受伤部位：遍及全身各处，以

身体暴露部位多见。均伴有不同程度的吸入性损

伤，合并头外伤的 !" 例，肋骨骨折 * 例，M) 中毒

的 + 例，脑水肿的 - 例，脑水肿的 - 例，耳鼓膜穿

孔的 !! 例。就诊时间为伤后 ! 小时 3 "2 小时不等，

危重病人 "* 例。

". 创面处理：伤后早期创面污染重，附着大

量煤粉尘，过去常常用温肥皂、温水或生理盐水、

2.!Q新洁而灭清洗创面，或全身皮肤。而这时患

者往往创面疼痛，组织有渗出，这样处理能加重组

织的损伤，有时还可导致病人出现休克。我们的处

理方法是入院后简单清创，先不剪破水泡，尽量保

留较为完整的腐皮。将管装的 $%&) 打开挤到换药

碗中，带好无菌的乳胶手套，然后将 $%&) 快速涂

布与创面上，首次涂布可稍厚，这样不仅可快速止

痛，还可将附着在创面和皮肤上的煤粉尘，吸附与

首次涂布的 $%&) 中而渐被清除，（一般 4 3 , 次全

部清除）。能减少因常规清创造成的痛苦和再损伤。

涂药时间短，平均每位患者用 4 3 - 分钟，为救治

危重病人争取了充足的时间，尤其在医护人员少的

情况下尤为实用。在病情稳定情况下进一步处理创

面，要尽量保留腐皮，大水泡可低位剪开引流。对

容易受压的部位采用凡士林油纱布上涂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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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允许的情况下，改变体位，如药物流失及时涂

药。有时四肢部位可用 !"#$ 包扎治疗。在换药次

数方面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感染创面应尽量去除已

经开始坏死的组织或脓性分泌物，适当清创显露新

鲜组织。对深!度深型和浅"度创面渗出期使用

“耕耘”疗法为好［%］。对愈合的新创面仍需少量涂

布 !"#$，防止因干燥引起的损伤，避免紫外线照

射引起的损伤和色素沉着。后期可根据情况使用

!"#$ 疤痕平。

&’ 其它措施：迅速有效静脉通道的建立；强

心保肾；必要时可气管切开保证良好的肺通换气功

能；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的纠正；感染的控制；营养

支持治疗以及合并症和并发症的防治等处理。

(’ 结果：本组治愈 )( 例，死亡 * 例。住院时

间 + , -. 天。死因分别为严重的头颅外伤 % 例；急

性喉头水肿窒息 % 例；烧伤后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

% 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 例；应激性溃疡消化道

大出血 % 例；行植皮术的 ( 例，为"度的创面。

二、讨论

% / 煤矿瓦斯爆炸伤，病人多，病情复杂 ，时

间长，工作量大。救治体系的及时建立，使救治工

作有条不紊迅速开展，正确组织领导，合理调配医

疗资源，是救治成功的前提。视病人的情况将医护

人员合理分组，使病人合理分布，组与组间相互协

作，以及各科室间的通力协作，保证诊治工作及时

有效。!"#$ 烧伤膏与 !"#0 配合使用时才产生疗

效的，除 !"#0 的效果外，主要作用如下：1’ 可

使致病菌变异，降低毒力。#’ 通过保护神经末梢

和降低痛感，松弛立毛肌等作用，有效地止痛。

2’ 通过所含 # 3 谷甾醇等成分的作用，有效的发

挥抗炎作用。4’ 由于 !"#$ 为营养食品组成，对

细胞具有保护作用，除增强细包膜张力外，可使几

乎濒临坏死的细胞向具有生命活力的正常细胞转

化。"’ 由于在 !"#0 的配合下，创造了创面生理

湿润环境，有利于组织结构的正常状态再生修复，

从而产生了减少瘢痕愈合和增强创面自愈能力的作

用，以及可使脂肪组织中的残存上皮组织及血管丛

和纤维组织重新再生皮肤［5］。成批烧伤病人早期严

格执行 !"#0 6 !"#$ 操作规程，坚持 7 条处置原则

及中后期综合治疗方案，可提高成批烧伤病人的救

治成功率［&］。

5 / 早期的判断病情、及时的处理创面。早期

快速处理创面，不仅能即刻缓解患者急性期创面的

疼痛，而且保证了 !"#$ 涂布以后形成的相对皮肤

完整性，减少渗出。更有利于局部附着物的吸附，

减少了患者因清创带来的不利情况发生。另外，瓦

斯爆炸常突然发生，救治时往往医护人员相对较

少，给救治工作带来困难。快速的处理创面，给救

治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可使重危患者得到了有效及

时的救治，提高了治愈率。!"#0 6 !"#$ 治疗成批

瓦斯爆炸伤切实可行。

& / 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瓦斯爆炸伤后，

早期有效的抗休克处理，减轻缺氧缺血性损害，可

减少并发症的发生。（5）瓦斯爆炸伤后早期多表现

为：进行性呼吸困难、紫钳、双肺湿罗音、哮鸣音

等，轻度的予对症处理，中度以上的患者应尽早行

气管切开，必要时可早期作预防性气管切开［(］。

（&）加强抗感染和营养支持治疗，增强机体抵抗

力。同时注意对合并症和并发症的防治，减少死亡

率。

( / 矿井内瓦斯爆炸时，现场人员应了解必要

的自救知识，将大大减轻损伤程度。事故发生后应

迅速卧倒，脸部朝下，胸部帖地面，保护面部，可

减少冲击波的损伤，避免吸入性损伤和肺部爆震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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