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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作用 严重放射性 溃疡 患 选 于术方 法应 为肌 

皮瓣转移修复 ；如局部条件有限 ，无法廊 川 ，町号虑游离皮 瓣 

或肌皮瓣 对于深度 浅 、创 面较 小的溃 疡 ，扩创后 会成 为 

新鲜 的易 血创面 ，n 号虑植皮或用皮瓣转移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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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以下儿童烧伤原因与相关因素分析 

林源 梁 自乾 王润秀 

笔者对所任地 区各 大烧伤 医疗 位 l990--2003年 收治 

的 l 07l例患 儿(<7岁 )进行 』'网顾性 凋杏 ，就其 致伤 原因 

及其相关因素进 行 _r分析 ，报告如下 

年龄段 划分法及患儿年龄分布情 况：fH生后 <28 d为新 

生儿期 ，28 d≤婴儿期 <l岁 ，l岁 ≤幼 儿期 <3岁 ，3岁 ≤学 

龄前期 <7岁。本组患 儿t}，新 ，￡儿 8例 ，I 0．75％ ；婴 儿 24 

例 ，占 2．24％ ；幼儿 56l例 ，占 52．38％ ；学龄前 儿童 478例 ， 

占44．63％ 

患儿性别 及烧 伤原 因构成 比：男 702例 ，占 65．55％ ，女 

369例，占34．45％ ；男女 比例为 1．9：1．0 热液烫伤 676例 ， 

占 63．12％ ；火焰烧伤 202例 ，占 l8．86％ ；电烧 伤 146例 、化学 

烧伤 39例 ，分别占 l 3．63％ 、3．64％ ，其他原因 8例 占0．75％。 

热液烫伤患 儿的致伤 方式 、年龄 段 、严重程 度 与致伤 部 

位分 布情况 ：(1)洗澡烫伤 365例 ，占 51．12％ ，其 中新 生儿 5 

例 、婴儿 l1例 、幼 儿 l52例 、学龄前儿 童 l97例。烧伤面积为 

(18±7)％TBSA，其 中 2l5例为深 Ⅱ度以 上创 面 占 58．90％ 。 

创面同时累及躯干、臀部和下肢 l68例，【’ 46．02％；同时累 

及躯干 、臀部 、l 肢 和下 肢 65例 ，占 l7．8l％ ；同时 累及臀 部 

和下 肢 l 32例 ，占36．16％ (2)意 外接 触 热 液 3l1例 ，占 

48．88％ ，其 中新生 儿 3例 、婴 儿 l5例 ，幼 儿 l92例 、学龄前 儿 

童 l0l例 。烧伤面积 为(4±5)％TBSA，36例 为深 Ⅱ度 以上 

创面 ，占 l1 58％ ，创面分布较 为分 散 (3)热液烫伤 患儿死 

亡 l4例 ，占 2．07％ 。 

火焰 烧伤患儿年 龄段分 布情况 及 蕈程 度 ：婴 儿 5例 、 

幼儿 36例 、学 龄 前 儿童 l6l例 ，烧 伤 面 积 为 (25±14)％ 

TBSA，其 中 l56例 为深 Ⅱ度 以 I 创 向 ， 77．23％ 。死亡 27 

例 ，占 l3．37％。 

患儿烧 伤季 节分布情况 ：春季 384例 ，占 35 85％ ；夏季 

l60例 ，占 l4．94％ ；秋 季 l54例 ，占 l4．38％ ；冬季 373例 ，占 

34．83％ 

讨论 儿童(≤12岁)烧伤 的发生率为 23．23％ ～46．50％ ， 

作者单位：530021 南宁，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烧伤整形科 

本组患儿烧伤发生率为 25．40％ (1 07l／4 2l6，其 中 4 216为 

本地区 同期烧伤患者总数 )。从发病 季节来看 ，以春 、冬 季烧 

伤多见 ，本 组中这两季发病的患儿 占 70．68％ ，主要是因为这 

一 时期洗澡和烤火 等接触 热源 的机 会较多 ；夏 、秋 季烧 伤相 

对较少，主要由户外活动引起，国内外均有类似的报道 “ 。 

儿童烧伤呈现“三多”特征 ，即 5岁以下特 别是 l～3岁的儿 

童多，男孩多，发生在家庭中的热液烫伤多等 。致伤原 

因与小 儿的生长发 育过 程有着 密切 的关 系 。由于婴 儿 只 

能在地上爬行，且看护人多较为关注，发生率较低 ，本组为 

2．24％；幼儿活动量及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好奇心及模仿能 

力增强 ，但缺乏 自我保护能力 ，是烧伤好 发的年龄段 ，本组发 

生率为 52．38％ ；学龄前期 儿童 户外 活动增多 ，虽有一定 的 自 

我保护能力 ，但 因致 伤原 因较 为复杂 多样 ，发 生率仅 次于幼 

儿期 ，本组 为 44．63％。 

热液烫伤是本组患儿中最多见的致伤因素，洗澡是其最 

常见的致伤方式 ，占热液烫伤 的 51．12％ ，大多数是人 为因素 

所致。由于烧伤及后期整形会给小儿的生长发育和身心健 

康带来很大的影响 ，所以应对 家长和看护人员 进行安全 知识 

的普及 ，包 括正确的洗澡方式及妥善保管好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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