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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合并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一例 

官浩 贾赤宇 盂庆延 骆宁 

患者男，25岁。既往无心脏病史。因钢水烧伤四肢及前 

胸收入当地医院进行治疗，烧伤总面积 70％ ，其 中Ⅲ度 35％ 

TBSA；先后 6次行 自体皮移植术。因残余创面经久不愈 ，伤 

后 63 d转入笔者单位。人院后查体 ：体温 36．2℃ ，脉搏 88 

次／min，呼吸 l6次／min，血压 l80／90 mm Hg(1 mm Hg= 

0．133 kPa)，心肺 听诊无异常，肺部 x线平片检查无异常。 

右前臂、左上臂、右季肋部 、双下肢屈侧、腰背部残余创面总 

面积约 23％TBSA，创基差，分泌物多。创面予以湿敷 、浸浴， 

行全身抗感染等治疗。人院后 7 d患者出现持续发热 ，体温 

波动在 37．8～39．2℃，脉搏 130～190次／min；连续 5次血培 

养均为阴性；肺部 x线平片未见异常；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 

检查见左心房、左心室内径增大，主动脉瓣 回声增强 、粗糙； 

短轴切面呈三叶瓣样回声，其上附着约 2．1 cm×0．8 cm条 

状强回声 ，收缩期条块状回声进入升主动脉，舒张期脱人左 

心室流出道 ，其余瓣膜形态、活动未见异常。心脏听诊心尖 

区第一心音减弱，主动脉瓣区和第二听诊区有泼水样 Ⅱ级舒 

张早期杂音向心尖区传导 ，主动脉瓣 区第二心音减弱。诊 

断：(1)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2)主动脉瓣关闭不全。(3) 

心功能Ⅲ级。将患者转入心脏外科行心脏瓣膜置换术，术中 

见心脏扩大，以左心室为主；主、肺动脉外径无明显改变，左 

主动脉瓣和无冠瓣叶有明显缺损，并附着有赘生物。术后应 

用广谱抗生素 ，赘生物细菌培养呈阴性 ，瓣膜病理检查见炎 

症改变，心功能恢复正常后转入笔者单位继续进行创面治 

作者单位：710032 西安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烧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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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住院 60 d患者痊愈出院。 

讨论 本病例为烧伤后导致细菌性心内膜炎 ，是一种症 

状不明显 的脓毒 症，临床较 为少见 ；其 发病率 低，病死率 

高 j。其发病机制尚不清楚，多数患者无风湿或瓣膜疾 病 

史 ，且赘生物出现在正常的瓣膜上或心内膜上。该类患者的 

细菌主要来源于创面，也可能来 自化脓性血栓性静脉炎、静 

脉留置导管、消化道细菌易位等，炎症常累及二尖瓣和主动 

脉瓣，细菌栓子脱落可造成继发性梗死症状。细菌学特点： 

除金色葡萄球 菌感染外，还有革兰阴性菌感染。其症状 隐 

匿，确诊率低，对不明原因的持续发热，作连续血培养阳性率 

高；超声心动图或彩色多普勒超声显示心瓣膜上有异常回声 

波或赘生物即可确诊。由于抗生素的早期应用，对于出现感 

染症状而血培养阴性的患者也不容忽视其可能性。笔者认 

为此类患者应早期封闭创面，积极预防和治疗化脓性静脉 

炎、严重肺部感染和脓毒症 ；早期全身应用足量敏感抗生素。 

若已明确瓣膜有赘生物即行瓣膜置换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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