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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地区烧伤患者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胡美玲 何代平 任建芳 郭俊 李习琼 

1996年 l2月～2002年 l2月，笔者单位收治烧伤患者 

586例，其中汉族462例、藏族 124例；男性492例、女性94 

例；成人507例，儿童(<14岁)79例；年龄最小9个月，最大 

66岁。创面愈合时间：浅 Ⅱ度(12±3)d，深 Ⅱ度(22±2)d， 

m度(38±6)d。95．05％的患者采用暴露疗法，4．95％为包 

扎疗法。46．42％的患者进行了切削痂手术。全年中以5、6、 

10月发病率最高，占总发病人数的42．83％。61．69％的患 

者于伤后 6 h内入院，28．19％的患者于伤后 7 h一3 d入院， 

10．12％的患者于伤后 4～12 d入院。患者的致伤原因、烧伤 

部位及烧伤面积分布情况见表 1～3。 

表 1 586例不同年龄段烧伤患者的致伤原因 

火焰烧伤 开水烫伤 化学烧伤 电烧伤 其他 

瓣  

注：汽油、煤油 、柴油等烧伤统称火焰烧伤，爆竹、铁水等烧伤为其他 

表2 586例患者烧伤面积分布 

· 经 验 交 流 · 

讨论 烧伤是一种常见伤，与工种、生活环境等有关。 

从藏汉患者受伤比例看，汉族高于藏族，这与他们所采用的 

生活燃料有关，藏族多采用干牛粪为燃料，安全性相对较高。 

从性别比例看，男性高于女性，可能与男性参加各种社会活 

动尤其是危险的生产活动相对较多有关。本组多数患者能 

在伤后6 h以内入院，少数人院晚者皆因离医院较远，交通不 

便 ，或病情严重伤后先就地治疗而后转院。 

表 1结果提示，l5～34岁年龄组患者的发病率最高，占 

80．72％。这主要是高原气候恶劣，生活适应性差，人口流动 

性大且多为青壮年，导致了高原地区烧伤患者年龄构成的特 

殊性。致伤原因则以火焰烧伤最多，其中又以拉萨地区居民 

的主要生活燃 料——汽油或煤油烧伤为主(57．68％)。因 

此 ，应加强对易燃液体的管理和安全使用知识的宣传，最大 

限度地减少该类烧伤。电烧伤相对较少 ，可能与拉萨地区工 

业不发达有关。 

根据表 3统计，患者头颈部烧伤占61．77％，其次是手、躯 

干、上肢。本组烧伤面积以<10％TBSA者居多(69．28％)，且 

以 Ⅱ度创面为主，原因与高原天气寒冷，身体 的暴露部位相 

对较少有关。 

本组烧伤创面治疗以暴露疗法为主(95．05％)。高原地 

区空气特别干燥 ，全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45％，冬季多在 10％ 

以下。日照时间长，紫外线强，环境中细菌含量较内地少，同 

时烧伤创面结痂快、不易发生感染 。586例中仅 72例患 

者(I2．29％)部分深Ⅱ度和m度创面发生感染，检出的细菌 

中革兰阳性球菌占绝大多数，这与空气中、物体表面以及人 

体皮肤中革兰阳性球菌为主有关。所以对早期入院的烧伤 

患者，创面清创后采用暴露疗法较好，对深度创面需尽早行 

切削痂植皮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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