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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溶胶、中药制 剂“铍 宝解毒烧伤 膏”、用新工 艺 

制作的“欣钠星硝酸银软膏”、无机活性元素“德莫 

林”(主要成分为特 定含量 比例 的无机 钙、磷)等产 

品为烧伤创面的治疗提供 了更多的选择。 

代表们根据专题报告和 中心发言 内容，还就高 

氧平衡盐溶液的应用、小儿烧伤休克期补钠量 的研 

究、复方乳酸钠 山梨醇注射液在成人烧伤休克期的 

应用、成分输血与输全血的临床 意义 等问题进行 了 

积极认真的讨论 ，提 出了很 多需要进 一步研 究的临 

床课题。 

许多老专家指 出，选 出热点问题展开讨论 、相互 

切磋、启发思路，正是我们 办会 的初衷。 目前许多临 

床 问题虽然仍在探讨之 中，但这 些 问题 是发展过程 

中的问题，也是进步过程 中必然出现 的新 问题。人 

文关怀已经从理论探讨阶段逐 渐走 向实践 ，值得提 

倡。临床实践中处处皆疑问、处处皆学 问，专家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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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参会代表做“有心人”，要善于观察 、积极思考，由 

表及里逐渐深入地进行研 究，不能从一个极端走 向 

另一个极端。“思考 、思考、再 思考”成为本次会议 

上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 

代表们反映，这次研讨会的学术命题好 ，组织形 

式好，但讨论 时间仍显不足。 中华烧伤杂志副总编 

辑陈璧教授在闭幕 式上指 出，本次会议肯定 了早期 

复苏治疗的成熟经验 ，对以往某些认识不足或失误 

的问题 ，通过争鸣，分析 治疗失败的原 因，共 同探讨 

值得借鉴的有益经验 ，以期完善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 

的治疗方案，把 临床救 治水平推 向新 的高度。经 中 

华医学会烧伤外科 学分会常务委 员会、中华烧伤杂 

志编辑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定，第 四届全 国烧伤救 

治专题研讨会将于 2006年 6月在 江苏省 昆山市召 

开，内容为“烧伤救治新进展”。 

(收稿 日期 ：2005—07—26) 

(本 文编辑 ：罗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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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置换对严重烧伤后早期患者血浆细胞因子水平的影响 

赵宇辉 徐刚 

选择严重烧伤后 6 h内入 院患者 20例 ，随机分 为血浆 置 

换 (plasma exchange，PE)组 和对 照组 ，每 组 l0例 ，均进 行 抗 

休克、抗感染等常规治疗。置换组患者年龄(28±7)岁，男 7 

例 、女 3例，烧 伤总 面积 (64±25)％ 、Ⅲ度 (38±9)％ TBSA。 

伤后 l6～20 h行 PE治疗：采用离心式血细胞分离机，抽吸 

速度 20～30 ml／min，枸橼 酸抗 凝 ，置换 液为 新鲜 冰冻 血浆 ， 

置换量 为全血量 的 60％⋯ ，置换时问为 2～4 h。对照组年龄 

(27 4-6)岁 ，男 9例 、女 l例 ，烧 伤总 面积 (53 4-12)％ 、Ⅲ度 

(33 4-8)％TBSA，不进行 PE治疗。 

采用酶联免疫双抗夹心法(试剂盒为美国 Biosoure公司 

产品)测定两组患者伤后 24 h血浆白细胞介素(IL)4、IL—l0、 

IL 及肿瘤坏死因子 (TNF)d的水平。 

结果用 x±s表示 ，采用 SAS 8．1统计软件 进行 分析。两 

组患者各项检测数据见表 l。 

表 l 两组患者伤后 24 h血浆细胞 因子水平 的比较 

(rig／L，x±s) 

注：与对照组比较，十P<0．01 

作者单位：063000 唐山市工人医院烧伤整形科 

讨论 严 重烧 伤后 3～l2 h，血 浆细胞 因子 IL一6、TNF—d 

等即明显升高并出现于外周血 中 ，其结果可造 成烧 伤后早 

期失控性全身炎症反应 ，进而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MODS) 。因此 ，烧 伤后早 期采取 有效 的治疗手段 清除体 

内过量的炎性 细胞因子 ，是非常 必要的 。笔者选 择患者烧伤 

后 l6～20 h进行 PE治疗，在此期间经过补液复苏，血液浓 

缩现象已明显好转 ，趋 于稳定 。置换组在 PE过程 中，未见不 

良反应发生，说明此期采取 PE治疗是安全可行的。 

目前 ，临床对各种血液净化疗法 清除细胞 因子的效果仍 

有争议。笔者应用离心式血细胞分离机 治疗 ，结 果显示置换 

组伤后 24 h的 IL-6和 TNF—d水 平与 对照组 比较 ，差 异无统 

计 学意义(P >0．05)，IL_4较对照组 明显下 降(P <0．01)， 

IL—l0水平 较对照组明显升高(P <0．叭 )，提示 PE疗法 因烧 

伤患者血浆细胞因子的种类不同，其清除效果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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