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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烧伤杂志2008年8月第24鲞蔓 塑 !! ! ! !!：丝! !： 

拟海上颠簸刺激对烧伤休克的影响。本研究以严重 

烧伤家兔为模型对此 问题进行研究 ，以期为颠簸条 

件下的烧伤救治方案研究提供实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模型及分组 

健康成年雄性家兔(第三军 医大学实验动物中 

心)132只，体质量 (2．3±0．3)kg，按 照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正常对照组 6只，不予烧伤及颠簸刺激 ；单 

纯颠簸组 42只，进行 持续颠簸刺激，颠簸装置参见 

文献 设计制作 ；单纯烧伤组 42只，仅行烧伤处理； 

烧伤颠簸组42只，致 伤标准同前 ，烧伤后 即刻 固定 

于颠簸装置上行持续颠簸刺激 。 

实验前家兔禁食 12 h，自由饮水 。经家兔耳缘 

静脉注射戊巴比妥钠(30 mg／kg)麻醉后，立即置人 

导尿管 ，待引流通畅后固定。剃除 2组拟烧伤家兔 

颈部 、背部 、肋腹侧部长毛，用 80 g／L硫 化钠脱毛 ， 

涂抹质量 分数 3％ 凝 固汽 油燃烧 20 s，造 成 家兔 

40％TBSA m度烧伤(经病理切片证实 )。实验过程 

中家兔均处于清醒状态。 

1．2 标本采集与处理 

单纯颠簸组 、单纯烧伤组 、烧伤颠簸组家兔均于 

处理后 2、6、8、12、24、36、48 h经颈动脉取血，于离心 

半径 13 em，2500 r／min离心 30 min后，分离血清 ， 

一 20 clC保存待测 ，每时相点测定 6只家兔；处死家 

兔迅速取出肾脏组织 ，固定后常规脱水 、石蜡包埋 、 

切片 、HE染色及封片。正常对照组亦行相同处理。 

1．3 检测指标 

1．3．1 尿量检测 统计各组家兔处理后第 1、2 

个 24 h内的尿量，计算每小时尿量。 

1．3．2 血清中肌酐(Cr)、尿素氮(BUN)、乳酸(LA) 

的检测 采用 Cr、BUN检测试剂盒 (长春汇力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及 LA检测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 

工程研究所)，均按说 明书操作。应用 DU640型分 

光光度计 (美国 Beckman公司)检测吸光度值 ，并换 

算成浓度值表示。 

1．3．3 血细胞 比容(HCT)的测定 采集各组家 

兔全血 2．5 mL，注入肝素抗凝管 ，轻轻混匀 ，用毛细 

吸管吸取后缓慢加入温氏比容管 内至“10”刻度处 ， 

注意不能有气泡 ，离心 30 min，直到红细胞体积不再 

改变为止。HCT=右侧红细胞层的高度 ×10，换算 

为小数表示。 

1．3．4 肾脏组织病理学观察 取各组家兔肾脏 

组织切 片，于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 ±s表示 ，采用 SPSS 1 1．5统计软件进 

行单 因素方差分析。 

2 结果 

2．1 各组家兔尿量的变化 

处理后第 1个 24 h单纯烧伤组、单纯颠簸组和 

烧伤颠簸组的尿量分别为(2．59±0．23)、(4．79± 

0．38)、(1．61±0．13)mL／h，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5．31±0．16)mL／h，P <0．O1]；处理后第 2个 

24 h单纯烧伤组 、单纯颠簸组 和烧 伤颠簸组的尿量 

分另0为 (2．86±0．29)、(5．41±0．39)、(1．66± 

0．16)mL／h，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6．06±0．18) 

mL／h，P<0．O1]。烧伤颠簸组尿量显著低于单纯 

颠簸组 、单纯烧伤组(P <0．O1)。 

2．2 各组家兔 Cr的变化 

处理后 6、8、12、24 h，单纯颠簸组 Cr水平均显著 

高于正常对照组 (P <0．05或 Jp 0．O1)；单纯烧伤 

组和烧伤颠簸组各时相点 cr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对 

照组(尸 <0．O1)。烧伤颠簸组各时卡H点 水平均 

显著高于单纯颠簸组(P <0．O1)。 A处理 24 h 

起烧伤颠簸组 Cr水平显著高 于 纯烧伤组 (P < 

0．01)。见表 1。 

2．3 各组家兔 BUN的变化 

处理后 8 h单纯颠簸组 BUN水平高于 常对照 

组(P <0．05)。烧伤颠簸组 、单纯烧伤组各时相点 

BUN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 <0．01)。烧伤 

颠簸组各时相点 BUN水平均显著高于单纯颠簸组 

(P <0．01)，烧伤颠簸组 BUN水平 白处理后 24 h 

起显著高于单纯烧伤组(P <0．01)。见表 2。 

表 l 各组家兔不同时相点 血清肌酐 的变化(p~mol／1 ，x± ) 

注：正常对照组 6只家兔，血清肌酐值为(93±15)~mol／l ；与正常 对照组比较 ， P<0．05， P<0 Ol； j单纯 烧伤纽 比较．‘P <0 05． P < 

0．0l；与单纯颠簸组比较， P<0．01 

Q2xvdWRWZXJzaW9uLQo?



r}1华 烧 伤 杂 志 2 0 0 8 年 8 月 第 2 4 卷 第』 期 蔓坐 J ! ! ! r ! ! ! 皇! 型 塾 ! ! ! ! ! ∑些 丝 ! ! ! ． 1

2 ． 4 各 组 家 兔 L A 的 变 化

单 纯 烧 伤 组 和 烧 伤 颠 簸 组 各 时 相 点 L A 均 显 著

高 于 正 常 对 照 组 ( P < 0 ． 0 1 ) ；烧 伤 颠 簸 组 各 时 相 点

L A 均 显 著 高 于 单 纯 颠 簸 组 和 单 纯 烧 伤 组 ( P <

0 ． 0 1 ) 。 见 表 3
。

2 ． 5 各 组 家 兔 H C T 的 变 化

处 理 后 8 h 单 纯 烧 伤 组 、 单 纯 颠 簸 组 、 烧 伤 颠 簸 组

H C T 值 达 高 峰 。 处 理 后 6 h 起 ， 单 纯 烧 伤 组 、 烧 伤 颠

簸 组 H C T 值 显 著 高 于 正 常 对 照 组 ( P < 0 ． 0 5 或 P <

0 ． 0 I ) 。 烧 伤 颠 簸 组 H C T 值 各 时 相 点 均 显 著 高 于 单

纯 颠 簸 组 和 单 纯 烧 伤 组 ( P < 0 ． 0 1 ) 。 见 表 4 。

2 ． 6 各 组 家 兔 肾 脏 组 织 病 理 学 变 化

正 常 对 照 组 家 兔 肾 脏 组 织 结 构 见 图 1 。 单 纯 颠

簸 组 家 兔 可 见 部 分 肾 小 球 毛 细 血 管 和 问 质 血 管 充 血

( 图 2 ) ， 未 见 明 显 异 常 改 变 。 单 纯 烧 伤 组 家 兔 伤 后 2

h 即 可 见
。

肾小 球 毛 细 血 管 及 间 质 血 管 扩 张 充 血 ；伤

后 6 ～ 1 2 h 上 述 病 变 加 重 ， 且 多 数 肾 小 管 上 皮 细 胞

明 显 浊 肿 ( 图 3 ) ， 有 的 呈 显 著 空 泡 变 性 ， 胞 质 呈 颗 粒

状 ， 肾 小 管 炎 性 细 胞 浸 润 ( 图 4 ) ， 肾 小 管 管 腔 中 可 见

红 细 胞 管 型 ；伤 后 2 4 ～ 3 6 h 病 变 进 一 步 加 重 ， 但 伤

后 4 8 h 充 血 有 所 减 轻 。 烧 伤 颠 簸 组 家 兔 各 时 相 点 病

变 程 度 均 重 于 单 纯 烧 伤组 ( 图 5
，

6 ) 。

图 1 正 常 对 照 组 家 兔 肾 脏 组 织 结 构 H E × 2 0 0

图 2 处 理 后 8 h
。 单 纯 颠 簸 组 家 兔 肾 小 球 毛 细 血 管 和

问 质 血 管 充 血 H E × 2 0 0

表 2 各 组 家 兔 不 同 时 相 点 血 清 尿 素 氮 的 变 化 ( m m o l ／l 。
，

i ± s )

注 ：正 常 对 照 组 6 只 家 兔 ， 血 清 尿 素 氮 值 为 ( 4 ． 6 ± 0 ． 6 ) m m o l ／L ；与 正 常 对 照 组 比 较 ，

。

P < 0 ． 0 5
，

“
P < 0 ． O l ；与 单 纯 烧 伤 组 比 较 ，

。

P < 0 ． 0 l

与 单 纯 颠 簸 组 比 较 ，

“
P < 0 ． 0 1

表 3 各 组 家 兔 不 同 时 相 点 血 清 乳 酸 的 变 化 ( m m o l ／L
， 孑 ± s )

注 ：正 常 对 照 组 6 只 家 兔 ， 血 清 乳 酸 值 为 ( 4 ． 6 ± 1 ． 0 ) m m o l ／L ；与 正 常 对 照 组 比 较 ，

。

P < 0 ． 0 1 ；与 单 纯 烧 伤 组 比 较 ，

‘
P < 0 ． 0 5 ，

。

P < 0 ． 0 1 ；与

单 纯 颠 簸 组 比 较 ，

。
P ( 0 ． 0 1

表 4 各 组 家 兔 不 同 时 相 点 血 细 胞 比 容 的 变 化 ( i ± s )

注 ：正 常 对 照 组 6 只 家 兔 ， 血 细 胞 比 容 为 0 ． 3 8 ± 0 ． 0 3 ；与 正 常 对 照 组 比 较 ，

“

P < 0 ． 0 5 ，

“
P < 0 ． 0 1 ；与 单 纯 烧 伤 组 比 较 ，

。

P < 0 ． 0 5 ，

“
P < 0 ． 0 1

与 单 纯 颠 簸 组 比 较 ．

’

P < 0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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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处 理 后 8 h
， 单 纯 烧 伤 组 家 兔 肾 小 球 毛 细 皿 管 和

问 质 血 管 明 娃 充 血 ， 肾 小 管 上 皮 细 胞 肿 胀 H E x 2 0 0

图 4 处 理 后 8 h
， 单 纯 烧 伤 组 家 兔 肾 小 管 问 质 有 炎 性

细 胞 浸 润 灶 H E x 2 0 0

图 5 处 理 后 8 h ， 烧 伤 颠 簸 组 家 兔 肾 小 球 毛 细 血 管 和

问 质 血 管 充 血 较 单 纯 烧 伤 组 更 为 明 显 H E × 2 0 0

图 6 处 理 后 8 h ， 烧 伤 颠 簸 组 家 兔 肾 小 管 管 腔 中 可 见

红 细 胞 管 型 H E × 2 0 0

3 讨 论

肾 脏 是 休 克 时 受 神 经 内 分 泌 系 统 影 响 较 突 f H的

脏 器 之 一

。 严 重 烧 伤 后
。

肾 血 流 量 急 剧 减 少 ， 肾 小 球

滤 过 率 降 低 ， 反 射 性 引 起 抗 利 尿 激 素 和 醛 同 酮 分 泌

增 多 ， 患 者 早 期 即 可 表 现 为 少 尿 或 无 尿 ， 10【巾 c r 和

B U N 水 平 升 高
。

⋯

。 血 L A 可 较 准 确 地 反 映 组 织 器 官

的 缺 血 缺 氧 是 否 被 有 效 纠 正 ， 复 苏 时 组 织 器 官 的 灌

注 是 否 充 分 ， 组 织 的 乏 氧 代 谢 是 否 被 纠 正 ， 冈 此 血

L A 水 平 是 反 映 烧 伤 后 机 体 组 织 器 官 氧 合 状 况 的 敏

感 指 标 ， 严 重 烧 伤 患 者 该 指 标 正 常 可 能 是 一 个 合 适

的 复 苏 终 点
。

。
H C T 是 指 I血细 胞 在 【nl 液 巾 所 占 容

积 的 比 值 ， 其 主 要 与 血 中红 细 胞 的 数 量 、 大 小 及 Ⅱ1L浆

容 量 有 关 ， 可 反 映 休 克 期 全 身 有 效 循 环 血 量 下 降 后

血 液 的 浓 缩 程 度 。 因 此 ， 单 位 时 间 尿 量 的 变 化 以 及

血 清 C r
、 血 清 B U N

、 血 清 L A 和 H C T 水 平 能 较 为 客

观 地 反 映 休 克 的 严 重 程 度 及 发 展 趋 势 ， 对 于 指 导 烧

伤 休 克 的 复 苏 治 疗 有 重 要 意 义 。 本 实 验 结 果 表 明 ，

模 拟 海 上 颠 簸 刺 激 不 仅 能 够 对 正 常 家 兔 造 成 影 响 ，

而 且 能 够 明 显 加 重 烧 伤 家 兔 休 克 ， 使 肾 脏 缺 m 缺 氧

损 害 明 显 加 重 。

本 实 验 中 ， 单 纯 颠 簸 可 引 起 家 免 相 应 指 标 变 化 ，

模 拟 海 上 颠 簸 刺 激 能 够 加 重 烧 伤 家 兔 休 克 ： 分 析 其

具 体 机 制 ， 可 能 与 颠 簸 刺 激 影 响 了 植 物 神 经 平 衡 协

调 ， 引 起 机 体 内环 境 、 神 经 内 分 泌 功 能 以 及 心 f『lL 管 系

统 功 能 紊 乱 有 关 。 降 钙 素 基 因 相 关 肽 ( C G R P ) 和 神

经 肽 Y ( N P Y ) 南 神 经 细 胞 分 泌 ， 是 词 节 心 m 管 功 能

的 一 对 作 用 相 反 的 神 经 肽 。 前 者 是 近 年 米 存 人 和 n甫

乳 动 物 体 内 找 到 的 一 种 生 物 活 性 物 质 ， 是 体 内 已 知

最 强 的 舒 血 管 物 质 ， 与 已 知 的 运 动 病 相 火 巾 枢 神 经

递 质 乙 酰 胆 碱 、 组 胺 以 及 C a
。

等 均 有 着 密 切 的 联

系 ；后 者 是 目前 体 内 最 强 的 缩 血 管 物 质 之 一

， 在 正 常

生 理 状 态 下 ， 它 们 的 分 泌 维 持 着 动 态 平 衡 ， 以 确 保 心

血 管 系 统 功 能 的 稳 定
“ ”

。 方 林 森 等
“ ”

的 研 究 表

明 ， 严 重 烧 伤 休 克 期 血 浆 C G R P 和 N P Y 动 态 平 衡 的

打 破 ， 在 心 肌 损 伤 中发 挥 重 要 作 用 ， 同 时 可 能 参 与 和

促 进 了 烧 伤 休 克 的 发 生 和 发 展 。 严 重 烧 伤 后 全 身 血

流 重 新 分 布 、 血 管 通 透 性 升 高 ， 使 大 量 体 液 丢 失 ， 全

身 有 效 循 环 血 量 明 显 下 降 ， 导 致 低 Ⅱ1L 容 量 性 休 克 的

发 生 ；同 时 由 于 严 重 烧 伤 时 的 应 激 反 应 致 使 大 量 血

管 收 缩 物 质 释 放 ， 肾 血 管 收 缩 使 肾 血 流 量 显 著 下 降 ，

肾 小 球 滤 过 率 降 低 ， 肾脏 处 于 缺 血 缺 氧 状 态 ；缺 10【缺

氧 使 血 管 内 皮 细 胞 受 损 ， 粒 细 胞 、 内 皮 细 胞 黏 附 增

强 ， 内皮 细 胞 肿 胀 使 微 血 管 管 腔 变 窄 ， 血 流 受 阻 ， 加

重 了 组 织 细 胞 的 缺 血 缺 氧 ， 使
。

肾脏 缺 血 缺 氧 性 损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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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为 明 显 ， 从 而 加 重 肾 功 能 损 害 ， 最 终 导 致 烧 伤 后 急

性 肾 功 能 衰 竭 的 发 生
“

。

烧 伤 后 颠 簸 可 导 致 神 经 内 分 泌 功 能 紊 乱 ， 迷 走

神 经 兴 奋 性 增 强 ， 乙 酰 胆 碱 释 放 增 多 。 同 时 由 于 严

重 烧 伤 后 机 体 处 于 休 克 状 态 ， 全 身 有 效 循 环 血 量 严

重 不 足 、 ml 流 动 力 学 指 标 远 离 正 常 水 平 ， 均 能 加 重 烧

伤 颠 簸 后 家 兔 心 脏 损 害 ， 使 心 功 能 下 降
’

， 从 而 进 一

步 加 重 休 克 ， 肾 脏 血 流 灌 注 进 一 步 减 少 ， 急 性 肾 功 能

衰 竭 的 发 生 率 明 显 升 高 。 本 研 究 结 果 可 为 颠 簸 条 件

下 严 重 烧 伤 休 克 的 救 治 提 供 参 考 ， 其 具 体 机 制 尚 需

进 一 步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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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 部 烧 伤 包 扎 衣 的 制 作

何 文 娉 覃 桂 萍 李 汉 芬 农 虹 李 少 丽 罗 远 凤 黄 静 唐 秋 燕

肩 部 烧 伤 较 常 见 ， 而 该 部 位 的 包 扎 较 困 难 ～ 临 床 上 常 用

4 0 c l n × 2 0 c m 的 医 用 脱 脂 纱 布 进 行 包 扎 ． 但 }_}=I 于 敷 料 短 不 易

同 定 ， 患 者 活 动 或 翻 身 时 常 松 脱 ， 使 肩 部 创 面 外 露 ， 增 加 感 染

机 会 、 为 此 我 们 设 汁 了 一 种 肩 部烧 伤 包 扎 衣 ( 以 下 简 称 包 扎

衣 ) ， 现 介 绍 如 下 、

选 用 1 2 0 c m x 8 0 c m 6 层 厚 的 医 用 脱 脂 纱 布 。 将 长 度 为

1 2 0 c m 的 边 对 折 后 ， 在 该边 上 距 a
、

l l 端 3 0 c ．n 】 处 由 外 向 内 各

剪 l 条 10 C m 长 的 裂 缝 ， 片 于 距 t t
、

b 端 5 0 C I | 1 处 各 剪 l 条 2 0

c m 的 裂 缝 。 冉 以 长 度 为 8 0 c n l 的 边 的 巾 点 由 外 向 内 剪 2 条

3 0 r i l l 的 裂 缝 ， 并 继 续 向 上 剪 2 条 10 C [ 11 长 的 裂 缝 。 见 罔 l 。

图 1 包 扎 农 裁 剪 1 i 意 罔

作 者 单 位 ：5 3 0 0 2 I 南 宁 ， J h 阿 医 科 大 学 第 一 附 属 医 院 烧 伤 科

� 技 术 与 方 法 �

包 扎 时 患 者 取 侧 卧 位 ， 置 内 层 敷 料 后 安 置 包 扎 衣 ．． 用 医

用 胶 布 固 定 上 臂 发 肩 胸 部 ， 再 嘱 患 者 仰 卧 ， 把 包 扎 农 托 平 整 ，

同 法 固 定 对 侧 的 上 臂 及 肩 胸 部 ， 最 后 同 定 胸 腹 部 ： 胸 腹 部 同

定 不 宜 太 紧 ， 以 免 影 响 患 者 的 呼 吸 。 包 扎 衣 的 覆 盖 范 嗣 为 双

j ：臂 及 躯 干 ( 会 阴 部 除 外 ) ～ 见 同 2 、

图 2 j刳包 扎 衣 包 扎 烧 伤 患 者 双 上 臂 及 躯 I
：

创 而 a ． 患 者 仰 卧

位 时 包 扎 创 面 后 外 观 ；b ． 患 者 俯 卧 位 时 包 扎 创 面 后 外 观

用 包 扎 衣 包 扎 创 面 不 但 外 观 整 洁 ， 包 扎 后 不 易 松 脱 ， 而

且 能 有 效 地 固 定 零 散 般 料 ， 简 单 易 行 ， 经 济 实 用 i 既 能 保 护

肩 部 烧 伤 创 面 义 不 影 响 测 姑 腋 下 体 温 ， 也 便 于 翻 身 护 理 我

仃J将 该 包 扎 衣 应 用 下 6 9 例 肩 部 烧 伤 患 者 ， 效 果 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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