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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儿童烧伤脓毒症的症状和体征 

3．1 精神症状 

6个月以内的婴儿烧伤后并发脓毒症常表现为 

反应迟钝、精神委靡、疲软、表情淡漠、嗜睡、易惊醒 

或整夜不眠。有时也可表现为兴奋 、烦躁不安、原 因 

不明的哭闹、摸空、惊厥。3岁以上患儿则可出现幻 

觉、迫害妄想等成人常见的脓毒症精神症状。 

3．2 消化系统症状 

儿童烧伤后并发脓毒症时消化系统症状较成人 

出现早且常见，初起多为腹胀、食欲差、呕吐、腹泻， 

每日数次甚至十几次，大便稀溏且含较多黏液，肠鸣 

音亢进，严重者可 出现肠麻痹 ，腹胀如鼓。 

3．3 创面变化 

烧伤患儿并发脓毒症时，创面变化较快。表现 

为创面潮湿、分泌物增加、创周红肿，有脓疱疹，血管 

栓塞，肉芽组织污秽、晦暗或 有创面坏死斑，创面或 

痂下 出血 ，创面不断加深 ，创缘生长停滞。患儿坏死 

斑较成人多见，其创面和邻近创面的皮肤均可出现 

出血性坏死斑。 

3．4 体温升高 

儿童烧伤后，体温常升高，因此单次高热不能作 

为脓毒症的诊断依据。在无外界刺激或者疼痛刺激 

的影响下，患儿中心体温(直肠、口腔、膀胱、中心导 

管探头测定的温度)持续较高达 39．0℃以上或骤 

然下降至 36．5℃ 以下者有诊断意义。患儿持续低 

温往往是脓毒症病情危重的表现，其细菌以革兰阴 

性杆菌居 多。 

3．5 心率加快 

成人烧伤感染期心率加快常是脓毒症的敏感指 

标，而儿童的心率极不稳定，易受外界刺激影响而增 

快 ，不足 以作 为 脓毒 症 诊 断依 据，但若 心 率持 续 

30 min达 160次／min以上 ，应 引起注意。烧伤 患儿 

心率达 180～200次／min以上且洋地黄治疗无效者 

具有诊断价值。 

3．6 呼吸频率增加 

对于儿童烧伤脓毒症而言，呼吸改变较体温、心 

率变化更有诊断意义。患儿呼吸改变比心率早，开 

始浅而快可达50～60次／min，进而为呼气性呼吸困 

难、呼吸窘迫或呼吸停顿等。点头呼吸、张口呼吸则 

表示脓毒症 已达晚期。 

3．7 皮疹 

儿童皮疹、淤斑、出血点及荨麻疹等症状较成人 

烧伤脓毒症常见。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还可弓】起患 

儿猩红热样皮疹 ，多见于婴幼儿 ，成人极为罕见。 

3．8 舌象 

大多数并发脓毒症烧伤患儿舌质红绛或青紫， 

舌苔焦黄、焦黑或光剥(镜面舌)、少津、干裂芒刺。 

4 儿童烧伤脓毒症的实验室检查 

(1)白细胞计数。(20～30)×10 ／L多见，烧伤 

患儿白细胞计数高于其年龄段正常值2个标准差或 

低于5×10 ／L，提示存在脓毒症，低于5×10 ／L者 

多见于革兰阴性杆菌脓毒症。(2)血小板计数。烧 

伤患儿血小板计数低于 100×10 ／L提示存在脓毒 

症，连续 4 d血小板计数低于 100×10 ／L提示预 后 

不良 10]。(3)降钙素原(PCT)。血 中PCT浓度与 

脓毒症病程发展呈正相关，可用于对感染严重程度 

进行准确判断 。。 。(4)血微生物培养可为阳性。 

5 儿童烧伤脓毒症的诊断标准 

笔者在《中华烧伤杂志》2007年第6期发表的 

《烧伤感染术语及诊断标准的商榷》̈ 一文，引起学 

术界广泛关注。在此基础上，中国医师协会烧伤医 

师分会专家反复讨论后，于《中华烧伤杂志~2012年 

第6期发表 了《烧伤感染的诊断标准与治疗指南 

(2012版)》̈ ，指出临床上血微生物培养阳性率较 

低 ，缺乏病原学证据 时，宜拟诊为烧伤脓毒症；具备 

病原学证据 时，即可确诊为烧伤脓毒症。 

参照国际儿童烧伤脓毒症诊 断标准  ̈，根据患 

儿临床特点，如：烧伤儿童并发脓毒症时高血钠和高 

血糖并不常见，笔者将诊断标准作如下修订：烧伤患 

儿符合以下前9条中5条，可拟诊；符合以下前 9条 

中5条加 第 10条 中的任何 一项，可确诊。(1)兴 

奋 、多语 ，幻觉、定 向障碍或精神抑郁。(2)腹胀 、肠 

鸣音减弱或消失。(3)烧伤创 面急剧 恶化 ，表现为 

潮湿、晦暗、有坏死斑、创 面加深等。(4)中心体 温 

高于 39．0。I=或低 于 36．5℃。(5)心率加 快，大于 

其年龄段正常值的2个标准差。(6)呼吸频率增 

加，大于其年龄段正常值的2个标准差。(7)外周 

血白细胞计数大于或小于其年龄段正常值2个标准 

差，或未成熟粒细胞大于0．10。(8)血小板计数减 

少，低 于 100×10 ／L。(9)血 PCT>0．5 txg／L。 

(10)血微生物培养阳性或抗生素治疗有效。此标 

准还需要烧伤学术界同行们在临床实践中不断修订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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