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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氟酸烧伤合并重度吸入性损伤一例 

李孝建 张志 汪锦伦 黄粤 粱蓉 霍丽贞 钟棉 

患者男 ，28岁。因装 盛氢 氟酸 (体积 分数为 55％)的容 

器爆 裂致头 面部 、前胸 及四肢烧 伤。伤后 即用冷水 冲洗 创面 

2～3 rain，l h后收入笔者单位。入院时患者烦躁不安，体温 

37．2℃ ，脉搏 89次／min，呼吸 32次／min。双眼角膜混浊 ，口 

腔黏膜苍白，双肺呼吸音粗糙。头面部、左小腿、右大腿创面 

呈灰 白色或皮革样 ，表 面有散在 斑点状 黑色 坏死灶 ，双前 臂 

及前胸部创面基底苍 白。诊断：氢氟酸烧伤 12％，其 中Ⅲ度 

8％ 、深 Ⅱ度 4％TBSA；吸人性损伤 。 

患者入院后立即给予补液、抗感染等治疗。查血钙 1．4 

mmol／L。静脉推注 100 g／L葡萄 糖酸 钙 20 ml，创 面用氯 化 

钙、硫酸镁、碳酸氢钠溶液湿敷，同时痂下注射 100 g／L葡萄 

糖酸钙 150 ml。入院后患者胸闷、呼吸困难逐渐加重，经皮 

血氧饱和度下降 ，双肺布满湿性哕音 ，胸部 x线 片提示 ：吸人 

性肺炎。血气分析结果提示低 氧血症。随 即行气管 切开 、机 

械通气、雾化吸入、静脉推注地塞米松等治疗。患者低氧血 

症缓解。伤后 6～7 h患 者脉搏 减慢 为 50～60次／rain，心 电 

图示 Q．T间期延长 ，手足抽搐 。查血钙为 0．4～0．6 mmol／L。 

遂给予 100 g／L葡萄糖酸钙50 ml／h持续静脉滴注，再次创 

面注射 100 g／L葡萄糖酸钙 150 ml。伤后 12 h，患者血钙基 

本稳定 ，停止 补 钙 。至此共 静 脉补 充 100 g／L葡萄 糖 酸钙 

360 ml、局部注射 300 ml。 

伤后 2 d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 ，见双侧肺叶及主支气管 

黏膜苍白、水肿。给予强心利尿，继续呼吸机辅助通气。伤 

后24 h患者躯干、右上肢和左腹股沟等采血部位出现皮下淤 

血。查血示 ：血小板 减少 ，凝血 时间延 长 ，血 清尿 素氮 、肌 酐 

升高。经补充血浆，注射止血药及其他对症治疗等，患者病 

情逐渐稳定，双肺呼吸音清晰。伤后 3 d停用呼吸机，伤后 4 

d行创面切痂异体皮覆盖术，伤后 8 d移植自体皮，同时额部 

创面颅骨外露处予以邻近旋转皮瓣修复。住院 37 d患者痊 

愈出院。 

讨论 氢氟酸是一种腐蚀性较强的无机酸，与皮肤接触 

时，氟离子即穿透皮肤使皮肤组织坏死，氟离子与组织 中的 

钙离子结合形成氟化钙引起低血钙 。低血钙可导致神经、 

肌肉的兴奋性增高，出现抽搐 、心肌收缩力减弱、心律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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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如果补钙不及时，常导致死亡。氟离子与血红蛋白结合 

成氟血红蛋白，影响细胞呼吸功能。氟离子还干扰体内酶的 

活性，使细胞能量代谢发生障碍” 。氢氟酸烧伤后，很快发 

生低钙血症 J。本例患者刚入院时出现低血钙，伤后 4～6 h 

血钙进行性下降。早期快速大剂量补钙是抢救氟中毒成功 

的关键。有文献报道 ，7 ml氢氟酸能结合机体内所有的游离 

钙，每吸收 1 ml氢氟酸需补钙 15 g 。本例患者伤后 12 h 

静脉补钙 36 g，局部注射 30 g。局部注射钙时应注意，针头 

须从正常皮肤缘刺入，以免由创面直接刺入将氢氟酸带入深 

层组 织加 重损 伤 。 

氢氟酸在浓度大于48％时易产生气体 (氟化氢)，吸入 

该气体后支气管黏膜和肺组织进行性破坏，可导致肺水 

肿 。本例为重度吸人性损伤，入院后患者很快出现肺水 

肿，行气管切开后，从气道内吸出渗液 50 ml。故及时行气管 

切开，保持呼吸道通畅也是救治的关键。同时给予雾化吸 

人、强心、利尿等措施治疗肺水肿。有同行建议氢氟酸吸人 

性损伤时 ，用钙剂雾 化吸入 可达 到一定 的治疗效果 ，但 可能 

对气管黏膜有刺激性 。糖皮 质激素 可抑制 蛋 白水解 酶及 

其辅酶的活性，从而减轻氢氟酸的进行性破坏。因此治疗时 

可应 用糖皮质激素。氟 离子吸收后 ，分布在组织器 官和体液 

内，从而抑制多种酶的活性。吸收中毒严重影 响各脏 器的生 

理功 能 J。本例患者凝血系统和肾功能受 到影响 ，但 这种 影 

响是可逆性的，在氟中毒纠正后，通过综合治疗，脏器功能逐 

渐恢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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