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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鳌 曾指 出：烧伤 的伤残率为各 类损伤之 

最，这主要是由于深度烧伤创面治愈后会发生瘢痕 

增生与挛缩⋯⋯目前对此问题已作了不少研究，但 

距解决问题尚远，仍需加倍努力。笔者建议广大同 

仁在现有工作基础上，用一些新的观点如循证医学、 

发育生物学的观点 对既住研究进行综合对比分 

析，为今后的工作提出新思路，重点对有前景的项 目 

如病理性瘢痕的基因治疗、同源异形框的基 因调控 

等进行探讨；同时需加强临床研究并将基础研究与 

临床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对 目前临床上采用的中西 

医防治措施进行更科学的筛选、规范与改良。在瘢 

痕增生与挛缩的手术治疗中，烧伤外科医师亟须正 

确掌握全厚皮移植及皮瓣应用的适应证和原则，掌 

握皮肤软组织扩张术及吻合血管的游离皮瓣移植技 

术，以提高修复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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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地区烧伤创面细菌学调查分析 

王洪斌 李素芝 何代平 肖成志 黄应红 王雪莎 

为了解高原地区烧伤创面的细菌学特点，笔者对本单位 

1998年 5月 ～2002年5月收治的 124例烧伤患者创面分泌 

物进行了细菌学调查 ，现报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本组患者中男 85例、女 39例，年龄 8个月 

～ 54岁，烧伤面积 2％ ～85％TBSA。创面处理以暴露疗法 

为主．个别部位予以包扎。用涂抹法采集标本，将创面分泌 

物加稀释液 0．2 ml注入普通培养基，置 35～37℃温育箱中 

培养24 h，无细菌生长者再培养 24 h，仍无细菌则为无菌标 

本。细菌总数 ：每个平皿的集落形成单位 x稀释倍数 ÷平 

皿底面积。共采集标本 569份，采集时间分为冬、夏两季，其 

中夏季相对湿度为 40％ ～55％，采集 521份；冬季相对湿度 

<20％，采集48份。 

结果：采集的标本中，检出26种细菌共 622株 ，以 G 球 

菌(8O．55％)为主，无菌标本共 118份。其中居前8位的细 

菌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SA，44．86％)、表皮葡萄球菌 (sE， 

29．90％)、腊样芽孢杆菌(BC，11．25％)、腐生葡萄球菌(ss， 

2．09％)、微球菌(MC，1．93％)、粪肠球菌(SF，1．77％)、大 

肠杆菌(EC，0．64％)和铜绿假单胞菌 (PA，0．64％)。夏季 

标本中共检出无菌标本 90份，冬季标本中无菌标本 28份； 

夏季无菌 标本百 分率 明显 低于 冬季 ( =45．08，P < 

0．001)。 

讨论 本研究中，高原地区烧伤创面细菌主要是 G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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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以 SA(44．86％)、sE(29．90％)为主，与平原地区细菌分 

类以 G 杆菌(58．40％)为主、PA居首位 的研究结果⋯不 

同。笔者认为形成此烧伤创面细菌分布特点的主要因素，可 

能与细菌的生物学特性以及高原地区的特殊气候有密切关 

系。本研究中夏季无菌标本百分率明显低于冬季，表明气候 

对细菌的生长繁殖有重要影响。SA、SE和 BC对外界抵抗 

力强，在干燥环境中可生存数月之久；EC对外界抵抗力极 

差，对干燥特别敏感，易被一般消毒剂杀灭；PA对干燥不很 

敏感，在潮湿环境中亦能长期生存，在低温时(1℃)分裂相 

细胞易发生冷休克而死亡。西藏地区平均海拔高于 4000 

in，其寒冷(年平均温度为 7．5℃)、缺氧[氧分压为 13．6 kPa 

(1 kPa=7．5 ITlm Hg)]、太阳辐射强(800．8 kJ／cm 、紫外线 

照射量是平原的 2．5倍)、空气干燥(夏季平均相对湿度在 

45％左右，冬季常 <20％)的特殊气候有利于SA、SE、BC的 

生长繁殖，却对 EC和 PA的生长不利。分析高原地区的气 

候与细菌学的关系及特点，对高原烧伤的治疗和抗生素的应 

用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为高原烧伤采用暴露疗法效果好 、 

创面感染率低和感染程度轻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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