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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心功能异常 

烧伤后心肌功能异常与心肌细胞钙超载有关， 

而烧伤后心肌表达 c—f0s、c．myc及肌球蛋 白V3异构 

体增加，可能是心肌功能异常的分子基础之一 。 

第三 军 医 大 学 率 先 开 展 和 报 道 了 以下 研 

究 ：(1)严重体表烧伤 后血浆心钠 素水平与心 

房肌病理形态学之 间的关系；(2)严重体表烧伤腺 

垂体生长激素细胞 的病理学研究；(3)严 重体表烧 

伤脑部病理形态学的实验研 究；(4)烧伤 内毒素血 

症主要脏器的病理变化及其所致的多器官损害发生 

机制；(5)大鼠严重烫伤睾丸病理变化的实验研究。 

5 烧伤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 

陆江阳等 通过对2O余例烧伤后 MODS死亡 

病例和 5种 MODS动物模型的观察，较全面系统地 

对 MODS分期和心、肺 、肝 、肾、胃肠道 、脾及脑等脏 

器进行 了病理 组织学和超微 结构研 究，为 烧伤后 

MODS临床防治提供 了病理学依据。 

第三军 医大学通过 了解严重烧伤后补液对犬 

MODS病理组织学 的影响，观察到一 些罕 见病变。 

如心肌纤维部分呈波浪状，可形成收缩带，心肌线粒 

体内有大量钙盐样致密颗粒沉积；肾小管上皮细胞 

内亦见多量钙盐样致密颗粒沉积等。证明严重烧伤 

后延迟补液，是早期并发 MODS的重要原因 。亦 

有学者观察到在烧伤后脏器功 能障碍 中，血管 内皮 

细胞损伤严重，表现为肿胀脱落、血管通透性增高。 

6 吸入性损伤 

第三军医大学总结了蒸气吸入性损伤和烟雾吸 

入性损伤时，气管、支气管及肺病变的特点、共同点 

和演变规律，提 出吸入性损伤时呼吸道黏膜烧伤深 

度的划分原则 。。。 。此外，还总结 了烟雾吸入性损 

伤早期心脏病变的特点 。 

7 磷烧伤 

第二军医大学对家兔磷烧伤后肝、肾病理变化 

进行 了观察和血磷 、组织磷测定。第三军医大学建 

立 了大鼠磷烧伤模型，观测 了血磷含量变化、磷吸收 

后在体 内各脏器的分布及 内脏病理变化 。我 室 

运用该模型首次提出磷烧伤后肝、肾、肾上腺及附睾 

等病变发展过程的分期 ，率先报道 了肾小球 旁 

器的形态变化和 肾内纤维连接蛋 白(FN)变化及其 

与肾小球病 变之间的关系，提 出适 时输注 FN有 可 

能减轻肾功能障碍，成为烧伤后急性 肾功 能衰竭的 

一 条重要防治途径。 

此外，解放军第二五一医院胡安军等报道，家兔 

磷烧伤后血浆游离钙水平降低，单核细胞 内游离钙 

亦显著低于正常值；经 100 g／L葡萄糖酸钙治疗后， 

家免细胞 内外游离钙水平均恢复正常，心肌和肝细 

胞线粒体的病变也明显减轻。该院的另一项研究结 

果表明，磷烧伤后家兔血小板游离钙显著下降，血小 

板聚集率亦明显下降；钙治疗后家兔血小板游离钙 

升高 ，血小板聚集率也恢复正常。提示钙剂治疗对 

磷烧伤有一定改善作用。 

8 烧伤后微循环和糖皮质激素受体 的变化 

原第一军 医大学赵克森 、第二军医大学张亚霏 

等对烧伤局部微循环变化进行 了形态和功能 的研 

究，第二军医大学徐仁宝对烧伤 后糖皮质激素受体 

变化进行 了研究，均丰富了烧伤的基础理论。 

此外，第三军 医大学病理学教研室主编 了我国 

第 1部《烧伤病理学》 ，现已再版改名为《现代烧 

伤病理学》 。该书不仅内容系统全面，而且展示 

了烧伤病理分子层面的研究成果，具有中国特色，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今年迎来了我国烧伤医学创建 50周年，令人无 

比欣慰。与此同时，我们衷心希望全国、全军的烧伤 

临床 与基础理论研 究工作者，紧密结合烧伤临床 医 

学，相互协作积极创造条件，从宏观到微观、从亚微 

结构到分子生物学、从常规病理技术到基因芯片，进 

行多角度多方面研究，精益求精，为 中国的烧伤医学 

续铸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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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医务工作者重视和研究。它涉及烧伤早期功能治 

疗，烧伤后期的整形、功能康复等 ，以求最大限度地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 。 

3．3 完善烧伤救治网和成批烧伤救治方案 

全国烧伤救治 网的建 立存在着众 多不平衡 因 

素。东部地 区优于西部地 区，南方优于北方。大城 

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烧伤救治 网发展较完善，而经济 

落后地区发展较差，这些将有待 中西部地 区经济建 

设的不断发展而得到加强。成批烧伤救治方案也将 

在不断的临床实践中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3．4 加速皮肤代用品的开发研究 

早期大面积切痂，大张异体皮覆盖加 自体微粒 

皮移植是当前大面积深度烧伤 治疗的有效方法，但 

异体皮的来源远远不能满足临床 的需要，故必须加 

速代用品的开发研究，以适应临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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