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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热压伤合并 血管损 伤的诊治 方法文献 报道很 

少。笔者经过长期临床观察后认为 ，严重热压伤合 

并血管损伤的可能性很大。无论是否伴有骨筋膜室 

综合征 ，患肢热压伤后均可能出现肢体血液循环 障 

碍，特别是无骨筋膜室综合征症状下 ，若出现明显的 

末梢循环障碍 ，要高度怀疑合并主干血管损伤。虽 

然合并血管损伤的骨筋膜室综合征与单纯骨筋膜室 

综合征很难鉴别 ，但两者均需立即行手术探查 ，因此 

术前不必耽误时间仔细区分。术中先行常规筋膜室 

彻底减压 ’ ，注意对伤区主干血管仔细探查 ，尤其 

是对减压后末梢障碍改善不明显 的病例 ，若仅 认为 

骨筋膜室综合征发生时问过长导致 减压无效 ，容易 

发生误诊、漏诊 ，以致后期肢体坏死。 

以挤压为主的热压伤血管大多只发生 断裂、挫 

伤 ，周围软组织大多具有一定 活力 。与深度烧伤为 

主的热压伤不同，后者以热力损伤为主，血管床软组 

织广泛坏死 ，修复难度较大。一旦发生主干血管的 

损伤，应争取采取简单、有效的方法修复。按照直接 

吻合 、适当游离或屈曲肢体后吻合 、大隐静脉移植 的 

顺序选择修复方法，先修复 1条动脉 ，待其血运正常 

后再修复其余损伤的动、静脉，目的是尽量缩短肢体 

缺血时间 ，防止缺血性挛缩导致肢体残疾。 

血管修 复后选择 良好的软组织覆盖也 十分重 

要。笔者于伤后早期移植大隐静脉修复 1例伴有肱 

动脉损伤患者 的上肢热压伤创面，血运恢复后立 即 

利用血管床周围软组织覆 盖，再行 中厚皮片移植 ，2 

周后皮片坏死 ，肱动脉因严重感染再次发生栓塞 ，患 

者上肢部分坏死 。笔者认为，主要原 因是缺乏处理 

血管床软组织及覆盖血管的经验 ，对创面变化估计 

不足。深达血管的热压伤创面清创很难彻底 ，残 留 

的间生态组织必然发生进行性坏死 ，加之 术后创 

面大量渗出，皮片较难成活。因此笔者在剩余 7例 

患者的治疗中，彻底切除怀疑受损的组织 ，创面利用 

血供丰富的带蒂胸脐皮瓣覆盖 ，使肢体得 以完整保 

留，结合后期残余 肉芽创面植皮，创面完全愈合。 

肢体热压伤合并血管损伤伤情较复杂 ，对 于入 

院较晚者 ，无论是否伴有骨筋膜室综合征 ，应立即进 

行手术探查 ，如何进一步恢复缺血肢体 的功 能尚需 

更深入 、系统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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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 秀 · 

《中华烧伤杂志》已被 7种国际著名检索系统收录 

根据 国际检索 系统向中国高等学校 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对外联络委员会 和中国科学技 术期 刊编 辑学会 国际交流工作 委 

员会提供的资料，以及相关网站统计整理，《中华烧伤杂志)2oo7年首次被俄罗斯《文摘杂志》(AJ of V1N1T1)、美国《化学文 

摘 ：光盘版》(CA on CD)、荷 兰《医学文摘 》(EMBASE)、《日本 科学技术 社科 学技术 数据库》(JST)、美 国《乌利 希 国际期 刊指 

南》(Ulrich S International Periodicals Directory)5种国际检索机构收 录；加上原有 的美 国《化学 文摘 》(CA)和美 国《医学索 引》 

(1M／Medline)，《中华烧伤杂志》迄今 已被 7种 国际著名检索系统列 为来 源期 刊。 

期刊能否被世界著名检索机构收录 ，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该 期刊 的学 术水平 和影 响力。《中华烧伤 杂志》现被 7种 国际著 

名检索机构收录，是方方面面努力的结果。相信在大家的继续关心 、支持和帮助下，《中华烧伤杂志》将不负众望，为打造中国 

学术 期刊的一 流品牌而不懈 努力 ! 

对作者来稿中形态学图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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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形态学 图片是论文 中研究结果 的重要佐证 ，本刊对此特提 出以下要求 ：(1)所提供图 片必 须具有典 型性 ，清晰度不 能 

低于300像素／英寸，尺寸最好为7 cm×5 cm；(2)图片应附有简要文字描述；(3)图片应附有比例标尺或放大倍数；(4)使用特 

定染色方法的 图片应标 明染色方法 ；(5)电镜图片上应用箭头或字母标记病变部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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