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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患者水疗方法的改进

刘久春孙海宁于治洲张景华祁锋包立杰

烧伤患者水疗方法分为全身与局部疗法。由于水疗有 

减轻疼痛、引流充分等优点，故临床上一直用此方法与手术 

去痂等方法相结合处理烧伤创面。1980年后笔者对水疗设 

备及方法作了改进，并对59例患者应用改进后的水疗装置 

进行创面处理，效果满意，现报告如下。

临床资料：选择患者59例，其中全身水疗患者43例：以 

n度烧伤创面为主且深度创面在非手部功能部位的特大面 

积烧伤患者14例，由于各种原因而失去切削痂时机的焦痂 

分离患者12例，有残余创面的患者8例，切削痂植异体（种） 

皮失败或排斥后裸露出创面者7例，因惧怕常规换药时的疼 

痛感而不合作者2例。局部水疗患者16例：植皮前清创5 

例，当日植甲壳胺人工皮者4例，为减轻患者创面处理时疼 

痛4例，有残余创面者3例。

方法：（1）首次全身水疗时间为伤后（21.54 ±8.32） d, 

局部水疗时间为伤后（23.7 ± 12.6） do水疗时浴池里放好 

一次性消毒塑料布，用吊车移患者人浴，浸浴后将患者提离 

水面淋浴1〜2 min。浴后将患者移至备好的消毒浴巾床上， 

须植皮者则用含抗生素的纱布湿敷后翌日或当日手术。（2） 

行局部水疗者中有4例为中小面积深n度痂皮已脱落的患 

者，淋浴后于当日植甲壳胺人工皮。4例是手及前臂烧伤 

者，换药时将手伸进已开动的洗衣机内，靠水浪冲冼去除内 

敷料并清洗创面。（3）开始用无、轻、中、重4种，后用视觉模 

拟（VAS）计分法m比较水疗与换药两种方法在创面处理时 

患者疼痛程度的差异。（4）水疗前后作细菌定量检查。

结果：（1）对置塑料布后池内浴水作了两次细菌培养， 

结果无细菌生长。（2）对患者创面浸浴前后进行了细菌定量 

检查，浸浴前创面细菌数是2 250 ~ 3 437个/cm2；浸浴后 

800〜1 000个/cm2;淋浴后250 - 400个/cm2,淋浴后创面菌 

量较浸浴后减少了 60% -68%。（3）本组25例患者水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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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植皮手术43次，皮片成活率在95% -100%者40例次，占 

93% ;4例有深n或以深n度为主的n、m度混合创面患者， 

淋浴后即植甲壳胺人工皮，结果100%黏附，加速了创面愈 

合。（4）用VAS记分法对换药及水疗患者疼痛程度进行对 

比分析，结果：换药时疼痛程度为8.6 ± 1.2,水疗为5.0 ± 
2.5（ P <0.01）,表明水疗可明显减轻烧伤创面处理时的疼 

痛。

讨论最初大面积烧伤患者行浸浴疗法是应用普通浴 

池，其后改用浸浴车。1980年本单位建立了水疗室及水疗 

机械化装置，与从前水疗方法比较：（1）省人、省力、省时。 

（2）盛水前浴池衬里铺好一次性消毒的塑料布可防止因消 

毒不严而导致患者间的交叉感染。（3）患者浸浴毕离水面时 

再行淋浴，可除去浴后回置到创面上含大量细菌的污水。 

（4）局部水疗是对创面进行淋浴或开动洗衣机（家用普通单 

缸洗衣机）后浸泡手及前臂创面，扩大了水疗的应用范围，适 

合于门诊烧伤患者的治疗。水疗利于植皮的成活及生物敷 

料的黏附。笔者通过对水疗前后创面及浴水细菌数量的对 

比测定，表明水疗可极大地减少创面细菌数量，这必将有利 

于植皮的成活及生物敷料的黏附。水疗可减轻处理创面时 

的疼痛，尤其当手及前臂烧伤创面换药时，将手伸入开动的 

洗衣机内，水浪的冲刷和冷水浸泡可减轻疼痛程度。水疗可 

作为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早期切削痂植皮手术的后续辅助 

疗法。但对合并全身性感染及浴后虚脱或出现其他意外者 

不宜行水疗。一次性消毒塑料布作为浴池衬里的应用，以及 

严格的无菌操作技术等，能够避免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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