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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培养和输送 了大批高学历的烧伤专科人才。 

2 成批烧伤救治的主要经验 

2．1 专科技术力量“前伸” 

当成批烧伤事故发生时，由卫生行政部 门指派 

或烧伤专科主动派 出医师前往事故发生地，指导 当 

地医务人员对伤员进行及时正确的早期救治。根据 

伤员的轻重进行分类，确定转运 时机、方法及运输工 

具。避免 因事故大、伤 员多、伤情重而 出现混乱局 

面，使伤员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为其后续治疗奠定 

良好基础。这一做法 已得到大家的认同，并在成批 

伤员的救治中取得 了明显成效一’ 。 

2．2 成批烧伤伤 员的分流 

成批烧伤伤员分流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集 

中治疗便于指挥管理，但烧伤专科医护人员、专科床 

位和药品器材的不足又是难以克服的矛盾。应根据 

当地的医疗条件和专科水平综合判定。在患者数量 

过多、条件不具备 时，分流患者应是 利大干弊  ̈。 

不同医院所能承接的患者数可相差甚远。下表列出 

不同医院所承接的烧伤患者数，对 多数医院而言较 

为恰当，可供参考 ,9,11]。 

表 1 各级 医院承接烧伤患者数(例 ) 

2．3 特重度烧伤伤员的转运时机 

需分流转院的特重度烧伤患者 ，原则上应就地 

抗休克，待平稳度过休克期后再转运。但首诊 医院 

往往是条件差且无烧伤专科的基层医院，当医疗条 

件不利于继续 留治时，应在补足血容量后继续静脉 

补液的同时，选用快速平稳的交通工具将伤员就近 

转运到有烧伤专科的医院。不应机械地遵守特重度 

烧伤患者在休克期就地抗休克，待休克期过后再转 

运的规定。近 10余年来 已有较 多特重度烧伤患者 

休克期转运成功的报道 。 。 

2．4 运输工具的选择 

运输工具 的选择须根据道路状况和远近而定。 

路途近且路况好，2 h内能到达者 多选用救护车转 

运；反之，路途远且路况差，2 h内不能到达者，有条 

件时应选用空运。距离在 500 km 以内者用直升机 ； 

超过 500 km 者选用固定 翼飞机 ’ 。航空转运 

伤员在发达 国家 已是常用 的救护方 式，我国早在 20 

世纪 60年代初 已有应用 ，近 20年来在重大事故中 

也较多采用。随着我 国经济建设 的高速发展，越来 

越 多的大型综合性医院在新建病房大楼 时，均设有 

屋顶直升机停机坪 ，航空救护将越来越普及。 

2．5 统一指挥、合理分工 

成批烧伤患者的救治应采用病情轻重搭配，医 

护人员新老搭配的方式，分为若干治疗小组，这样可 

以避免将全部技 术力量集 中于重伤员而忽视轻伤 

员，做到轻重兼顾。对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的治疗， 

可采用早期切痂 自体微粒皮移植加大张异体皮覆盖 

术，力争在伤后2～4 d手术。伤后 3～4周对未 能 

切痂的深度创面分期剥痂植皮。对患者功能部位烧 

伤行早期切痂加大张 白体 中厚皮移植术。 

2．6 建立“烧伤皮库” 

在成批烧伤患者的救治中皮肤需求量较大，如 

无“烧伤皮库”提供高质量的冻存皮肤，难以在短期 

内完成大 量切痂手 术，故建立“烧伤皮库”十分重 

要。1970年解放军总医院烧伤科建成 了我国首家 

液氮低温皮库，此后全国各大烧伤 中心多数均建成 

了规模不一的低温皮库，为平时和成批烧伤救治提 

供了重要的手术保障。 

3 需要注意的问题 

3．1 烧伤事故的预防 

在众多重大火灾事故中，都有一个共 同特点，即 

未能消除火灾隐患和违反消防安全措施。烧伤特别 

是严重烧伤不仅给国家和人 民带来 巨大的经济损 

失，还给患者和家庭带来较大的精神创伤和社会问 

题。当回顾 5O年来成批烧伤救治成就时，不能不指 

出烧伤的预防仍是一个需要加强的问题。虽然在重 

大事故发生后，开现场会、检查火险隐患是必要 的， 

但更主要的是防患于未然。除切实执行消防安全措 

施外，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十分重要，以求将火灾事故 

发生率降到最低限度。 

3．2 进一步提高治愈率和降低伤残率 

50年来我国烧伤临床救治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LD50已达 90％TBSA以上。这一结果说明，即使是 

烧伤 90％TBSA的患者，我们也还只能治愈一半，必 

须继续努力，进一步提高。大综统计资料表明，烧伤 

面积大于 50％TBSA 的烧伤患者仅 占 7％ ，而 93％ 

的患者烧伤面积小于或等于50％TBSA，这些患者虽 

然治愈率高，但伤残率居高不下，与国外同行相比落 

后很多。近 20年来虽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但仍需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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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医务工作者重视和研究。它涉及烧伤早期功能治 

疗，烧伤后期的整形、功能康复等 ，以求最大限度地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 。 

3．3 完善烧伤救治网和成批烧伤救治方案 

全国烧伤救治 网的建 立存在着众 多不平衡 因 

素。东部地 区优于西部地 区，南方优于北方。大城 

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烧伤救治 网发展较完善，而经济 

落后地区发展较差，这些将有待 中西部地 区经济建 

设的不断发展而得到加强。成批烧伤救治方案也将 

在不断的临床实践中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3．4 加速皮肤代用品的开发研究 

早期大面积切痂，大张异体皮覆盖加 自体微粒 

皮移植是当前大面积深度烧伤 治疗的有效方法，但 

异体皮的来源远远不能满足临床 的需要，故必须加 

速代用品的开发研究，以适应临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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