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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顺畅，因此转送至本院的烧伤患者病情较为平稳。 

由此可见，要提高烧伤救治的整体水平 ，除需建立大 

型的烧伤救治中心外 ，更重要 的是普及烧 伤治疗知 

识，加强对基层医院烧伤专业救护人员的培养．建立 

烧伤治疗网络。 

分析本组资料 中不同年龄段烧伤患者的休克发 

生率 ，可知 7岁以下患儿和 60岁以上患者休克发生 

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患者。推测主要是由于／1~JL 

和老年患者的神经 、体液 、心血管系统调节能力较差 

之故 ，提示对小儿及老年烧伤患者更应注意烧 

伤休克的防治。 

分析烧伤休克发生率与患者伤后入院时间的关 

系可知，>伤后 4 h至 ≤12 h入院的患者休克发生 

率最高。大概因为这段时间正值渗出的高峰期．此 

时入院的患者大多数在 院外未能及时进 行液体复 

苏 ，并经长途转运 入院，导致液体复苏的时 间滞后 。 

伤后 12 h以后入院的患者休克发生率明显较低 ．其 

原因系大多数患者伤后 已在当地医院接受了较为有 

效 的液体复苏，或在转运途 中采取了较好 的补液措 

施 。由此说明，烧伤后立即就地施行液体复苏，待休 

克期平稳后再转运，或在转运途 中进行有效 的液体 

复苏，对防止休克发生有重要意义。 

感染和内脏并发症是烧伤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 

之一 。由本组资料可 以看 ，发生休克 的烧伤患 

者脓毒症、消化道 出血 、急性 肾功能衰竭 、肺功能衰 

竭 、心功能衰竭等并发症 的发生率均 明显高于未发 

生休克者 ，表明烧伤休克与脓毒症和 内脏并发症的 

发生有密切关系，有效防治休克对预防脓毒症和 内 

脏并发症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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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后 36年皮下发生骨化性肌炎一例 

薛铁所 薛琨 

患者女 ，36岁 ，因右小腿瘢 痕皮肤 破溃入 院。主诉 出生 

后 6个月 右下肢被 开水烫伤 ，在 当地治疗后创 面封 闭 ，但 剧 

烈运动时有疼痛感。1个月前右小腿局部发红、肿胀，随后破 

溃，门诊换药疗效欠佳，要求手术治疗。入院检查：患者右小 

腿遍 布烧 伤瘢痕 ，中段 胫前 有一边 界清楚 的肿块 ，充血肿胀 

明显 ，中央破溃处可见 白色骨 样物 质外露 ，探 查皮下 硬物呈 

沙砾感，疼痛明显。x线片显示 ：右小腿胫前皮下有 1 em× 

4 em钙化影 。入院诊断 ：(1)右小 腿烧 伤后瘢 痕溃疡 。(2) 

溃疡部位皮下组织钙化 。 

入院后第 3天 ，在连续 硬膜外 麻醉 下行 右小腿 清创 术。 

术 中见患部皮下有 1 em×4 em钙化 物，灰 白色 、质 硬 ，粗糙 、 

有颗粒感，与胫骨之间无联系，其间有正常软组织相隔。将 

其剥离后完整取出，切除创面及周 围坏死组织 ，在内侧稍好 

的瘢痕皮肤上做一邻位皮瓣，向外推进 2 tin分层缝合。病 

理报告为“骨化性肌炎 ”。术后 10 d拆线 ，伤 口一期愈合 ，患 

者痊 愈出院。 

讨 论 骨化性 肌炎 为单发 、局 限 、边 界清楚 的 良性 骨 化 

性病变 ，大多发生在肌 肉，亦见于肌腱 或皮下组织 ，又称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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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 例 报 告 · 

性筋膜炎 。一般认为，各种创伤引起的出血、变性坏死、炎 

性感染 、肌肉缺血或者运动过度等因素均可引起骨化性肌 

炎 。其发生必须具备 2个条件 ：一是成 骨环境或诱 因。本 

例患者烧伤后部分组织缺血变性坏死 ，加之过度 运动形成慢 

性刺激 ，为皮下组织内新 骨形 成创造 了成 骨环境。二是要 有 

成骨细胞来源。术中观察其病变组织与胫骨之间并无联系， 

尚有正常软组织间隔 ，因此成骨细 胞不是直接来 源于骨膜再 

生层 。有文献报道 ，问充质细胞也 可以在诱导 因素影响下增 

殖分化为成骨细胞 ，因此被称为骨祖 细胞。在骨骼肌 及结缔 

组织内有丰富的骨祖细胞，这些部位也易诱导成骨 。本例 

患者的成骨细胞可能来源于患处皮下结缔组织中的骨祖细 

胞 。该病在诊断上需要与外伤性 骨膜炎相鉴 别 ：后者 常为广 

基骨化性肿块 ，贴附于骨上，与本病例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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