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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数接近一半，但由于重度吸人性损伤烧伤总面积

中位数为70．0％TBSA，其死亡多由脓毒症或其他原

因导致。共有4例中度喉烧伤和1例重度喉烧伤患

者拒绝气管切开，其中重度喉烧伤患者和1例中度

喉烧伤患者伤后48 h内因呼吸道梗阻死亡。除2

例气管切开并发症死亡患者外，无病例气管切开后

因呼吸道梗阻死亡。证明张国安教授课题组制订的

喉烧伤诊断标准和气管切开标准”。5。是科学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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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烧伤患者负压封闭引流术后失血性休克一例

董海

患者男，33岁，_T作时被380 V电击伤，短暂昏迷，于伤

后1 h人院。检查示：创面分布于有手掌和手指。右手掌为

电流人口 ，创面无水疱， 呈蜡白色，痛觉 消失，局部温度 低，部

分皮肤坏死后呈焦痂，痂下可见树枝状栓塞血管，未见电流

出口。其余肢体活动自如。诊断：2％TBSA I l I 度电烧伤。人

院后完善相关检查，在无手术禁忌的情况下于伤后第3天行

创面清创+VSD术，术中见右手掌创面干燥呈黑色焦痂，损

伤累及肌肉层，部分掌侧指短伸肌肌肉、肌腱坏死暴露，可见

伴有栓塞的小血管、创面肿胀以及可疑感染，未探及知名血

管和神经损伤。彻底清除坏死组织、污染物，保留间生态组

织，见创面无活动性出血，使用VSD专用吸引机( 负压值

一80～一60 kPa)治疗，术肢制动，配合 止血、抗炎、营养等对症

治疗。术后12 h无明显诱因下见负压管内突然涌出大量新

鲜血液迅速浸湿外敷料，引流瓶引流出新鲜血液约400 mL，

患者诉创面疼痛、El 干、乏力，测定血压为80／60 mmHg

( 1 mmHg=0．133 kPa) ，脉搏细而快。诊断为术后失血性休

克。立即行急诊手术，去除VSD材料后见右手掌创面有较

多血块，第2、3指间指掌侧总动脉远端破裂出血，给予缝扎

血管、彻底止血、适当加压包扎，观察2 d后行前臂岛状皮瓣

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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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

转移修复术。术后2周创面愈合良好，患者m院。

讨论VSD是治疗各种急性创伤、慢性创面最先进的技

术之一，使创面治疗发生了革命性变化11。该技术用于烧伤

创面的治疗最早见于Morykwas等。21的研究。国内裘华德教

授于1994年率先引进VSD技术，并广泛应用于普通外科和

骨科患者，效果较佳，后逐渐推广至急诊外科、创伤外科、妇

产科以及烧伤外科等领域，但治疗过程中高负压下的引流是

否可能引起创面出血，是许多外科同道提出过的问题。通过

对本例患者的诊治，笔者认为该患者在术后并发失血性休克

的根本原因是电烧伤后电流可能直接损伤部分血管壁，加上

间生态组织的后续溶脱、术中对血管周围组织的清除以及未

适时调整负压等多种原因加速血管破裂，造成较多出血。提

示对于局部广泛性软组织损伤以及电烧伤伴有可疑血管和

神经损伤患者，谨慎使用VSD技术，以免创面大血管等破

裂，导致发生严 重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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