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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海蜇蜇伤是全球沿海地区的常见问题 ， 海滨城市每年夏季因海蜇蜇伤出现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等重症表现的患者数

量呈上升趋势 ， 但关于海蜇致伤的治疗尚未引起重视 。 现报道 １ 例被海蜇蜇伤后出现过敏性休克 、 急性肺水肿等症状而最

终死亡的临床病例 ， 以期引起对海蜇蜇伤治疗的重视 ， 并提供相关急救和治疗建议 ， 以及可以采取的预防措施 ， 供临床参考 。

［ 关键词 ］ 海蜇蜇伤 ；
水母 ： 毒素 ； 过敏性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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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蜇是一种大型水母 ， 属腔肠动物 门 。 海蜇

蜇伤是常见的海洋动物致伤
［
１
］

， 每年 １ ０ 月 居多 。

近些年 ， 随着全球变暖 、 生态环境的破坏、 捕捞

业及近海旅游业的兴起 ， 海蜇蜇伤事件逐年增加 ，

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 极大增加 了医

疗行业的负担
［
２

］

。 海蜇蜇伤是由于海蜇刺丝囊小管

刺人人体 ， 释放毒素 ， 从而引起不同程度的皮肤

损伤和临床症状 ， 被蜇者会出现疼痛 、 瘙痒 、 肿胀、

休克甚至发生死亡 ［
３

］

０ 有统计资料显示 ， 近些年我

国 因海蜇蜇伤就诊的临床病例 ，
已超 ２０００ 例 ， 而

在世界范围内 ， 每年有髙达 １ ． ５ 亿次水母伤人事件

［
４ ＿

６
］

。 广大群众甚至部分医生 ， 往往被海蜇温柔美

丽的外表迷惑 ， 未予以重视海蜇蜇伤 ， 缺乏及时

就医的意识 ， 最终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件屡见不鲜 。

本文就 １ 例被蜇身亡患者的诊疗过程进行 回顾性

分析 ， 希望能引起广大患者乃至临床急诊医师的

重视
， 并针对被海蜇蜇伤后出现的皮炎 、 过敏性

休克 、 呼吸困难 、 喉头水肿或急性肺水肿等症状

的重症患者提出相关急救和治疗建议 ， 以及可以

采取的预防措施 ， 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 。

１ 病例资料

患者男性 ，
１ ９岁 ，

以
“

海蜇蜇伤 ６ ｈ余 ， 伴心慌、

胸闷 、 下肢疼痛
”

为主诉来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 （ 以

下简称
“

我院
”

） 急诊就诊。 患者于 ２０ １ ４ 年 ８ 月 ４

日 中午 １ ２ 时左右海里游泳时被海蜇蜇伤双下肢 ， 伤

后立感双下肢疼痛不适 ， 于海滩经人指导以小苏打

水清洗创 口后 ， 疼痛未见减轻 ， 后辗转 ５ｈ余 ， 来

我院急诊。 查体 ： 神志清 ， 双瞳孔等大圆 ， 光反应

灵敏 ， 伸舌居中 ， 颈软 ， 自主活动 ， 双肺可闻及广

泛湿啰音 ，
心律齐 ，

心率 １ １ ３ 次 ／ｍｉｎ
， 腹软 ， 无压

痛 ， 肝肾区无叩击痛 ， 双下肢满布条索状红斑 ， 似

鞭痕 ， 触痛明显 ，
测血压 ８ ５ ／５ ０ｍｍＨｇ ，

血氧饱和度

８５％ 。 考虑患者蜇伤时间与中毒时间较久 ，
且查体

体征提示过敏性休克并发急性肺水肿的可能 ，
立即

予以心 电监护 ， 氧气面罩吸氧 ， 氧流量 ６Ｌ／ｍｉｎ
，

并肾上腺素 ０ ． ５ｍｌ 皮下注射 ， 甲泼尼龙琥珀酸钠

８０ｍｇ 静脉推注 ，
ＮＳ２５０ｍｌ＋ 多巴胺 ２００ｍｇ 静脉

滴注升压 ， 马来酸氯苯那敏 １ ０ｍｇ 肌内注射 ， 并

１ ０％ 葡萄糖酸钙 １ ０ｍｌ＋２０ｍｌ 生理盐水静脉缓慢注

射 ， 患者抢救过程中突发呼吸心跳骤停 ， 立即予

以气管插管并心肺复苏 ， 插管后可见粉红色泡沫

痰 自气管插管涌出 ， 后经多学科抢救 ２ｈ
， 复苏失

败未能挽 回该患者年轻的生命 ，
此患者从接诊到

突发心跳骤停 ， 只有短短的 １ ８ｍ ｉｎ 。

２ 讨论

２ ． １ 中毒机制

海蜇蜇伤致死的 中毒机制 ： 海蜇的触手及 口

周 围组织 中分布有大量的刺细胞 ， 其内含有专门

用于贮存和释放毒素 的特殊细胞器——刺丝囊 ，

可用于捕食 、 攻击及防卫 ［
７

］

。 海蜇毒液中含有大量

７ＪＣ母毒素 ｓ
且不同属甚至相同属不同地域的海蜇其

水母毒素也不尽相 同 ，
主要成分有多肽、 类蛋 白

和酶类 ， 以及组胺、 强麻醉剂 、 ５
－ 羟色胺等生物

活性介质 ， 可导致机体产生非特异性病变 ， 如接

触性皮炎 ， 蜇伤处的瘙痒 、 疼痛 ， 甚至可引起血管、

神经、 肌肉 、 肝脏 、 背脏等器官损害
［

８
］

。 海蜇的

触须一接触到人类皮肤 ， 刺丝囊会迅速释放出刺

胞毒素等物质 ， 可导致 ： ①毛细血管 、 小静脉扩

张 ， 通透性增加 ， 除引起皮肤充血水肿 、 局部渗

出物增多以外 ， 更严重的是使有效循环血量减少 ，

导致休克
Ｐ ］

； ②致敏物与相关抗体结合发生速发

型超敏反应 ， 致使血浆大量外渗
［
１ °

］

； ③疼痛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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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交感神经系统和肾素 － 血管紧张 － 醛固酮系统

（
ＲＡＡＳ ） 活性亢进 ， 弓 丨起肾上腺素 、 去甲 肾上腺

素 、 血管紧张素 ｎ 等儿茶酚胺类物质急剧增加 ，

继发性容量及阻力血管收缩 ，
心脏前后负荷加重 ，

导致心衰
［叫

。

２ ． ２ 临床表现及诊断

海蜇蜇伤多数表现为轻症 ， 即海蜇性皮炎 ，

表现为蜇伤部位立即有触电刺痛感 ， 且周边组织

逐渐出现与触手方向一致的片状或条带样皮疹 ，

部分呈鞭痕样改变 ， 伴瘙痒 ， 触痛明显
［
１ ２

］

。 若患

者满足下列症状之一及以上时 ， 需高度警惕病情

进展为重症的可能 ： ①过敏体质者 ； ②皮肤蜇伤

面积大 ； ③腋温 ＞ ３ ８ １
； ④出现憋气 、 呼吸困难

等呼吸系统症状 ； ⑤血压降低或心律失常 ； ⑥腹痛 、

呕吐
； ⑦休克

［
１ ３

］

。 部分患者还可出现
“

迟发性海

蜇蜇伤综合征
”

， 即海蜇蜇伤 ２－４８ｈ 后出现的多

脏器功能受损 ，
主要表现为心脏 、 肝 、 肾功能损

伤 ， 临床实验研究表明 ， 此症状的 出现与海蜇毒

素 中毒剂量有关 ， 其阈值中毒剂量为 ３ ６０
 ｊ

ｘｇ／ｋｇ ，

表现为严重的多脏器功能损害
［
１ ４

］

。 海蜇蜇伤发

病的轻重需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 ①伤人的海蜇种

类 ； ②皮肤受损面积大小 ； ③海蜇触手接触时间

长短及毒素进入人体量的多少 ； 体体质差异 ；

⑤伤后的临时处置措施与就医时间
［

１ ５
］

。

２ ． ３ 治疗

２ ． ３ ． １ 现场处理 海蜇蜇伤 目前无针对性特效药物 ，

主要为对症处理 ， 缓解疼痛 ， 尤其是受累及组织

器官的支持治疗
［
１ ６

］

。 现场处理 ： ①现场用海水或

弱碱性液体冲洗创 口
，
忌用淡水 ，

避免渗透压改

变导致
“

刺死囊
”

破裂释放毒素 ； ②粘附在皮损

处的
“

刺丝囊
”

可用镊子拔除或硬卡片单方向刮除 ，

切记反复擦拭 ； ③及时就诊 ， 危及生命时立即拨

打１ ２０

［

１ ７
］

。

２ ． ３ ．２ 就诊后处理 对仅表现为蜇伤后皮炎的 ， 给

予止痒 、 镇痛等对症治疗 ， 经治疗后症状缓解的 ，

于急诊留观满 ８
￣

１ ２ １ｉ 后 ， 无胸闷 、 气短等全身症

状出现即可离院 。 对中型及重型患者除局部治疗

外 ， 还需做好抢救准备 。 海蜇蜇伤致死的主要原

因是过敏性休克 ， 当此症状发生时 ， 必须当机立

断 ，
立即予以肾上腺素 ０ ． ３

￣０ ． ５ ｍ ｌ 肌内注射 ，
选取

大腿内侧作为注射部位 ， 儿童剂量为 ０ ．０ １ｍｇ／ｋｇ ，

在给氧及大量补液的同时 ， 可给予激素冲击疗法 ，

并做好机械通气准备 ， 为避免大剂量激素引起的

应激性溃瘍 ，
还需同时给予质子泵保护剂

［
１ ８

］

。 部

分患者表现为急性喉头水肿 ， 此时需及时发现和

识别 ， 在积极消除水肿 的基础上必要时行环 甲膜

穿刺或气管插管以解除气道梗阻 。 若蜇伤后出现

急性肺水肿 ， 要给予患者信心 ， 让其保持镇静 ，

积极缓解和消除肺水肿 ， 在氧疗、 应用抗组胺药 、

肾上腺素和糖皮质激素等治疗的基础上 ， 可考虑

应用东莨菪碱或阿托品等抗胆碱能药物减少肺部

渗出 ， 必要时给予气管插管和呼气末正压通气 ，

消除肺内泡沫对通气的影响 。 对发生左心衰 、 肾

衰甚至出现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 ｍｕｌｔｉｐ ｌｅｏｒｇａ
ｎ

ｄｙｓｆｌｍｃ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ＭＯＤＳ） 的 患 者 ， 要及 时

行脏器功能支持治疗 ， 可选择连续肾脏替代疗法

（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ｒｅｎａｌ ｒｅｐ
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ＣＲＲＴ）〇

３ 小结

本病例患者为 内陆游客 ， 由 于 自 身缺乏对海

蜇蜇伤的认知 ， 未能采取正确的临时处置措施 ，

且最关键的未能早期就诊 ， 最终导致了严重后果 。

海蜇蜇伤的早期现场处理 ， 对减少毒素吸收 ， 改

善预后十分必要
［
１ ９

］

。 有统计资料显示 ， 解放军第

４２５ 医院急诊科 ２００ １ 年 １ 月
一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收治的

１ １ ６ 例海蜇蜇伤患者中 ， 外地患者达到 １ ０３ 例 ， 占

比高达 ８ ８ ． ８％
［
Ｍ

］

。 因此 ， 预防的关键是加强对公众

（ 尤其是外地游客及潜水爱好者 ） 进行相关知识

的宣传和普及 ， 将海蜇致伤处理方法纳入沿海地

区旅游培训课程中 ， 提髙公众的 自 我防护意识和

能力 ； 其次 ， 在海水浴场设置明显的多 国语言警

示牌以及防鲨网等装置 ， 并对浴场管理人员进行

相关知识培训 ， 在医疗救护站内备足紧急处理药

品 ， 上述措施可对降低海蜇致伤事件的发生起到

积极的作用 。

１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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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病例给我们的警示 ： 海蜇蜇伤虽然大部分

患者仅以皮肤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 ， 但随着时间

与病情进展 ， 它却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 ， 所以在

临床不能将其列为简单的皮炎处理后让患者离院 ，

需详细 的询问病史 ， 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 ，

综合考虑病情 ， 对后期可能出现的过敏性休克、

急性肺水肿 、 ＭＯＤＳ 等致死性并发症作好应急预

案 ， 由此来降低海蜇蜇伤的致残率和死亡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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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例狂犬病调查与处置

白艳君
， 李绍 强 ，

魏明 兰

河南省封丘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河南封丘 ４５ ３ ３９９

狂犬病是 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 以 中枢神

经系统症状为主要表现的人兽共患传染病。 临床

大多表现为特异性恐风、 恐水 、 咽肌痉挛 、 进行

性瘫痪等 。 狂犬病暴露是指被狂犬 、 疑似狂犬或

者不能确定健康的狂犬病宿主动物咬伤 、 抓伤 、

舔舐黏膜或者破损皮肤处 ， 或者开放性伤 口 、 黏

膜接触可能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唾液或者组织 。

近年来 ， 城乡 流浪犬 、 流浪猫泛滥 ， 流浪犬 、 流

１ ３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