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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例烧伤患者中后期低血红蛋白低血钾低 白蛋白的治疗 

谢 正华 尚新志 

l 临床资料 

2002年 1月一2o06年 l2月 ，笔者单位收治从其他医院 

转入 的中后期烧伤患者 45例。其 中男 28例 、女 l7例 ，年龄 

3—60岁 。烧伤 总面积 为 30％ 一80％ ，其 中深 Ⅱ、Ⅲ度 面积 

为 15％ 一30％TBSA。入院时间为伤后 24～52 d。入院时查 

体：患者精神差，贫血貌，创面感染重。血红蛋白为 59—86 

g／L，血钾 2．42～3．15 mmol／L，白蛋 白 2l一33 L，均有低 血 

红蛋白、低血钾 、低白蛋白(简称“三低”)，部分患者同时合 

并有高钠 、高氯 及高 血糖 。 

2 治疗方法 

患者入院后立 即输 入 全 血 ，第 l一3天 每 日输 入 全 血 

200～400 ml，3 d后间断输入全血 200 ml，直至患者血红蛋白 

升至 ll0 g／L以上 。针 对低 钾 ，口服 果 味钾 4 g，每 日 3次 ， 

严重低钾者根据 补钾 原则 行静 脉补 钾 ，直至 血钾 升 至 3．50 

mmol／L以上 。每 日静 脉输 入 200 g／L人血 白蛋 白 50～100 

ml，直至患者血浆白蛋白升至32 g／L以上。同时配合使用三 

升袋进行营养支持。创面采用暴露疗法，同时行细菌培养 + 

药物敏感试验 ，根据试验结果选用极敏感或敏感抗生素。待 

作者单位：435005 湖北省黄石市第五医院烧伤科(谢正华)；广 

西 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科(尚新 志) 

· 经 验 交 流 · 

患者全身情况稳定后行植皮手术修 复创 面。 

3 结果 

45例患者全部治愈 。创 面愈合时 间为人 院后 l8—25 d。 

其中 39例经植皮手术后创面修复。 

4 讨 论 

在烧伤后早期积极补液以减轻伤后内脏缺血缺氧性损 

害⋯ ，对保障 中后期治疗效果起着非 常重 要的作用 。关 于深 

度烧伤创面的处理 ，许 多烧 伤专 科医院均提倡 早期积极 手术 

治疗 。但许多基层医院只注重烧伤创面处理，忽视全身情 

况的治疗 ，极易使患者 在 中后 期治疗 过程 中发生 “三低 ”，进 

一 步加重病 情 ，严 重者 可 导致 死亡 。故对 于 中重 度烧 伤 患 

者 ，除积极进行创面处理外 ，还应注重 全身治疗 及营养支持 ， 

以防止治疗 中后期“三低”的发 生 ，提高治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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