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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积烧伤患者深部真菌感染的调查分析 

郄 中敏 陈玉明 刘 源 

1 临床资料 与分 组 

选取 1986年 3月 一2006年 3月本单 位收治 的住 院烧伤 

患者 ，烧 伤总面 积大 于 30％ TBSA，或者 Ⅲ度 面积 大 于 10％ 

TBSA。患者均在伤后 10 h内入院。根据患者入院时间将其 

分为 A组 (1986年 3月一 1996年 3月入 院 )、B组 (1996年 4 

月一2006年 3月入院)。A组 233例 ，其中男 191例、女 42 

例 ，年龄为(35±18)岁 ，烧 伤总 面积 (47±22)％TBSA；B组 

241例，其中男 201例、女 40例，年龄(35±17)岁，烧伤总面 

积(45±21)％TBSA。2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0．05)。分 别统计分 析 2组 患者 的真菌感 染率及 抗 

生素、激素使用情况。 

2 资料 分析 

2．1 真菌感染情况 

2组患 者发生 真菌 感染 的时 间均在 伤后 8～28 d，平 均 

14 d左右，感染部位以创面居多，其次为呼吸道、泌尿道、消 

化道 及血液 。2个 以上部位 同时发生感染 者 占 35％ ，多 为混 

合感染。患者主要表现为高热、表情淡漠，创面有白色伪膜 

或大片坏死 ，口腔内 出现溃疡或 白膜。创面坏死组织 、尿 、大 

便、呼吸道分泌物及静脉导管尖端真菌检查结果呈阳性。A 

组发生真菌感染 44例 ，发生率 18．9％ ；B组发生真菌感染 86 

例，发生率 35．7％。其 中 A组检出 56株，B组检 出94株。 

见表 1。 

2．2 抗生素使用情况 

2组患者入院后均立即应用抗生素。A组使用 5～13 d， 

平均 9 d，抗生素以第一代及第二代头孢菌素为主，其次为青 

霉素、大环内酯类，其中使用单联抗生素者 191例占82．0％。 

B组使用 15～35 d，平均21 d，其中25例使用时间超过 30 d， 

且多次更换抗生素品种，使用单联抗生素者9例 占3．7％，二 

联以上抗生素使用率 占96．3％。B组所用抗生素以高效广 

谱 的第三代头孢菌素为主 ，如头孢哌酮／舒 巴坦等 ，有 的甚至 

大量使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及万古霉素。 

2．3 激素使用情况 

A组中有38例占 16．3％的患者使用激素，B组中有 44 

· 67 · 

· 警 钟 · 

例占18．3％的患者使用激素。2组均为短程使用。 

3 讨 论 

从本次调查的结果看，笔者单位前 10年收治 的大面积 

烧伤患者 中 ，真菌感染 发生率 为 18．9％ ，略低 于有关 报道 的 

23．72％ ⋯
。 但在后 10年 的调查中 ，大 面积烧伤 患者真 菌感 

染率上升至35．7％，大大高出前 10年的水平。2组患者创 

面真菌感染菌种均 以 白色念珠 菌 为主。笔者 认为 真菌感 染 

率上升的原因为：(1)滥用抗生素是首要因素。A组患者使 

用抗生素遵循单联、窄谱 、短程的原则，且多用我院一线廉价 

抗生素。而 B组则以多联、广谱 、高效 、长期为主。随着经济 

的发展，一些昂贵的高效广谱抗生素得到广泛使用 ，尤其是 

第三代头孢类抗生素。长期大量应用广谱抗生素导致体内 

正常菌群被抑制，真菌(主要是白色念珠菌)乘机大量繁殖， 

造 成烧 伤患者创 面 、呼吸道 、消化道 、泌尿道及 血液等真菌感 

染，临床病死率增高，所以预防极为重要。滥用抗生素 目前 

已成医疗界通病，一些临床医师忽视抗生素使用原则，大量 

长期使用昂贵的广谱高效抗生素，导致体内菌群紊乱，这种 

超越学术范围的问题，应该引起人们高度重视。(2)大面积 

烧伤后，机体消耗增加，蛋 白质分解加剧，糖不能被有效利 

用，使用糖皮质激素易造成机体免疫力下降，诱发深部真菌 

感染。治疗中应积极纠正负氮平衡 ，增加能量供应，尽量避免 

使用激素，提高机体免疫力。深部置管时间不宜过长，保持创 

面干燥 、及早切痂植皮等可大大减少真菌的感染率 。 

笔者认为，烧伤患者使用抗生素应遵循如下原则：以细 

菌培养及药物敏感试验结果为依据，能用窄谱则不用广谱， 

能用单联则不用多联，可用可不用则坚决不用。其次，大面 

积烧伤患者因炎性反应综合征往往高热不退，停用抗生素应 

当机立断 ，不 能以体温完 全正 常为 标准 ，应充 分发挥 某些 以 

往常用抗生素 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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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组患者真菌感染情况 (株 ) 

注 ：A组患者 1986年 3月一l996年 3月人 院；B组患者 1996年 4月一2006年 3月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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