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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例老年烧伤住院患者流行病学调查 

尚新 志 唐 乾利 张力 谢 正 华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安全防范意识的增强，烧伤 

的发病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以往的资料显示，老年烧伤患 

者 的发病率较 高 。为此 ，笔 者统计 分析 了广 西 中医学 院 

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科和河南舞阳博爱医院烧伤科 1999年 1 

月一2oo6年 l2月收治住 院的 老年烧 伤患者 的情 况 ，旨在 了 

解其 流行病学 特征 。 

1 资料与方法 

本组患者 280例 ，其中男 l6l例 、女 ll9例。 占同期烧伤 

住院患者总数的 4．15％。年龄 60～9l岁[(65±5)岁]，其 

中 60～69岁 者 240例 、70～79岁 3l例 、80～89岁 8例 ，90岁 

以上 l例 。分析 8年 间老年 人烧 伤 的发病 趋势 、致 伤原 因 、 

发病季节以及受伤时的身体状况和病情特点。 

2 结 果 

2．1 发病情况 

1999年收治烧 伤 患 者 527例 ，老 年患 者 23例 ，发病 率 

4．36％ ；2000年收治烧伤 患者 740例 ，老 年患 者 43例 ，发 病 

率5．81％；2001年收治烧伤患者 801例 ，老年患者 31例，发 

病 率 3．87％ ；2002年收 治烧 伤患 者 967例 ，老年患者 40例 ， 

发病 率 4．14％ ；2003年 收 治烧 伤 患 者 914例 ，老 年 患者 34 

例，发病率 3．72％；2004年收治烧伤患者 946例，老年患者 

4l例 ，发病率 4．33％ ；2005年收 治烧伤 患 者 982例 ，老 年患 

者 35例 ，发病率 3．56％ ；2006年收治烧伤 患者 864例 ，老年 

患者 33例 ，发病率 3．82％ 。 

2．2 致伤原因 

生活意外伤 196例，占70．00％；医疗意外伤 29例，占 

10．36％ ；电烧 伤 l5例 ，占 5．36％ ；其他 40例 ，占 14．29％。 

2．3 发病 季节 

本组患者春 、夏 、秋 、冬 季 节 的发 病 率分 别 为 l4．64％ 、 

38．93％ 、7．14％ 、39．29％ 。夏 、冬季发病率偏高 。 

2．4 身体健康状况 

本组患者中235例烧伤时存在不同程度的疾患，其中脑 

血管性疾病后遗症 6l例，周围神经性病变 20例，老年性精 

神障碍24例，其他疾病 130例。患有慢性疾病者占老年烧 

伤患者住 院总 人数 的 83．93％。合 并 褥 疮 者 11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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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 。 

2．5 烧伤程度及治愈率 

烧 伤总面积 l％ ～10％ TBSA(Ⅱ度 )8l例 ，治 愈 80例 ， 

治愈率 98．77％ ；烧 伤 总面 积 ll％ ～30％TBSA(Ⅲ度 l％ ～ 

10％TBSA)122例。治愈 120例，治愈率98．36％；烧伤总面积 

35％ ～50％TBSA(Ⅲ度 ll％ ～30％ TBSA)59例 ，治愈 56例 ， 

治愈率 94．92％ ；烧 伤总面积大 于 50％TBSA(Ⅲ度 大于 30％ 

TBSA)l8例 ，治愈 l3例 ，治愈率 72．22％。 

3 讨论 

烧伤 的发病 率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及 人 民生 活水 平有关 。 

研究表 明 ，老年烧伤主要发生在低收 入和较贫穷 地区 3。我 

国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 ，人们的生活水平及身体素质、文化 

素质都有了很大提高 ，加之 近几 年的安全 教育和科普 知识的 

宣传，使人们的防范意识和措施都得到明显加强，加之社会 

文明的进步 、和谐社会 的建设 ，老年人 受到更 多的关怀 ，从而 

减少 了烧伤的机会 。笔者的调查也 显示 ，近年来老 年烧伤 的 

发病率呈下降趋势 。本调查还 了解 到 ，引起老年 人烧 伤 的原 

因以生活意外 为主 ，其次医疗意外也 占较大 比例 。此 外烧伤 

面积越大 ，治愈率 越低 ，烧伤 面积 小 于 50％TBSA，治 愈率 可 

达 90％ 以上 ，大于 50％TBSA则治愈率 明显下 降。大多数 老 

年人烧伤常合 并有酒 精 中毒 或慢性 疾病 ，如 高血 压 、心 脏 

病 、糖尿病 、脑 血管病 等 ，使治疗 更 加复杂 。因此 ，在 治疗 中 

既要 重视烧 伤治疗 又要兼顾其他疾病 ，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 

虽然本统计资料表 明，目前老年烧伤 患者的 比率 呈缓慢 

下降趋势 ，但 随着 老年人群 逐年增长 ，如果不加 强防范措 施 ， 

不积极关心爱护老年人 ，其烧伤的概率 将会增加 。因而应 引 

起全社会 的特别关 注，平时注意预 防，伤后 及时住 院治疗 ，以 

免病情加重 ，导致严重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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