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
)8<9

D

dA

导尿管联合自制囊袋行后鼻孔填塞

材料经改进后#止血效果确切#虽然填塞压迫止血后

鼻腔黏膜仍会发生充血水肿*局部炎性反应等#但由

于凡士林纱条不与鼻腔黏膜接触#抽取中凡士林纱条

与鼻腔黏膜不直接摩擦#黏膜得到有效保护#减少摩

擦刺激作用#明显降低患者的疼痛刺激反应)

应用
)8<9

D

dA

导尿管联合自制囊袋行后鼻孔填塞

止血与直接应用凡士林纱条行后鼻孔填塞比较#除抽

取填塞物时能明显减轻*缓解*改善患者不良反应等

优点外#还具有其他优点!$

,

%治疗时患者可取任意体

位#如危重*昏迷患者不受体位影响#凡士林纱球则明

显受限)$

+

%不受患者张口功能状态影响#张口困难

时凡士林纱球则明显受限)$

3

%

)8<9

D

dA

管柔软#张力

及弹性好#注水方便#密封性好#可根据患者疼痛*出

血反应等情况随时放水或注水#如有出血#可再次注

入生理盐水#凡士林纱条则不能)$

0

%不会脱落造成

窒息等并发症#使用凡士林纱球在取出时有可能发生

脱落导致窒息)

综上所述#临床鼻腔大量出血患者#评估其他止血

措施不能立即达到有效止血目的时#应用
)8<9

D

dA

导尿

管联合自制囊袋填塞止血#其操作方便#止血效果确切#

06?

后抽取填塞物痛苦小#鼻腔黏膜损伤小#再次出血

概率小#且材料在基层医院容易取得#价格低廉#是一种

较好的填塞材料#值得基层医院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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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地区
0323

例小儿烧伤流行病学研究

秦
!

伟!王
!

玮

"陕西省西安市冶金医院
!

2,..22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陕西地区小儿烧伤流行病学特点!为小儿烧伤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方法
!

选择西

安冶金医院&西京医院&安康市中心医院&汉中市中心医院&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榆林市第一医院烧伤科在
+.,3

年
2

月至
+.,2

年
2

月住院的
0323

例"

,

%

,+

岁#烧伤患者!分析患者烧伤的发病年龄&致伤原因&性别构成&城

市和农村分布&并发症等!并进行比较$结果
!

该地区烧伤平均年龄主要集中在
,

%

3

岁"

--4..5

#!主要原因

是热液烫伤"

2142/5

#$女性患者入院前感染率较男性患者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4.-

#$监护人受教育

程度与患者感染率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结论
!

热液烫伤是小儿烧伤的最主要原因!女性就诊率低而感染率高$

小儿烧伤存在低龄化发展趋势$应重视小儿烧伤的预防和及时&正规救治!可有效减少其发病率及并发症$

关键词"陕西地区%

!

小儿烧伤%

!

流行病学研究

中图法分类号"

7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2+&10--

"

+.,6

#

,2&+/-0&.3

!!

世界范围内烧伤居儿童意外伤害致伤原因的第
3

位#仅次于交通事故和溺水#儿童在烧伤患者中所占

比例约为
3.5

'

,

(

)烧伤是指由于热力*化学因素*电

流*放射线等因素引起的*对机体组织的损伤#包括黏

膜和皮肤等)近年来尽管烧伤致死率明显降低#但一

旦烧伤不仅造成肉体上的极大痛苦#有的可遗留瘢痕

畸形影响外观及功能#造成终身残疾#还可能造成严

重的心理障碍'

+&0

(

)小儿烧伤流行病学特点在不同国

+

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1

月第
,-

卷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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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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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均存在差异#但也具有一定

的规律性'

-

(

)现统计陕南
&

关中
&

陕北地区各大中心医

院的小儿烧伤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该地区小儿

烧伤的流行病学特点*疾病的发展趋势变化*存在的

问题#为小儿烧伤的预防和发病率的降低提供依据#

为不断完善儿童烧伤防治系统提供医学数据)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收集安康市中心医院*汉中市中心

医院*西京医院*陕西省人民医院*延安大学附属医

院*榆林市第一医院
+.,3

年
2

月至
+.,2

年
2

月住院

的
.

%

,+

岁烧伤患者#排除病死病例)共筛选
0323

例#男
+306

例#女
+.+-

例&农村地区患者
3,+0

例

$

2,405

%#城市地区患者
,+01

例$

+64/5

%)

$4/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使

用
!

+ 检验#

H

%

.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致伤原因
!

主要原因以家庭热液烫伤为主#占

2142/5

)其次是火焰烧伤#占
,.42+5

)电烧伤和化

学烧伤相对较少)见表
,

)

表
,

!!

小儿烧伤原因分布结果比较

致伤原因
例数

$

+

%

百分比

$

5

%

陕南地区

例数$

+

% 百分比$

5

%

关中地区

例数$

+

% 百分比$

5

%

陕北地区

例数$

+

% 百分比$

5

%

热液烫伤
3066 2142/ ,.+1 +14-. ,+60 3/46, ,,2- 334/1

火焰烧伤
0/1 ,.42+ ,3/ +14.. ,,3 +04,. ++. 0/41.

电烧伤
,+1 +410 0. 3,4., 36 +140/ -, 314-3

化学烧伤
-- ,4+/ ++ 0.4.. ,- +24+2 ,6 3+423

其他
+3+ -43, 2/ 3+42/ /2 +6466 61 3643/

/4/

!

发病年龄
!

,

%

3

岁婴幼儿发病率最高#占

--4..5

#其次是
0

%

2

岁患者#占
+04-.5

)见表
+

)

表
+

!!

小儿烧伤患者平均年龄分布结果比较

年龄 例数$

+

% 百分比$

5

%

.

%

3.E ,, .4+-

,

%

,+

个月
,61 043+

,

%

3

岁
+0.- --4..

0

%

2

岁
,.2, +04-.

6

%

,+

岁
/12 ,-413

/4'

!

农村与城市男*女性患者分布结果比较
!

男性

患者的比例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g

+.4+2

#

H

%

.4.-

%&且农村地区男性患者的比例

$

/24365

%高于城市地区$

/.4+,5

%#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g,4./

#

H

&

.4.-

%)见表
3

)

表
3

!!

农村与城市小儿烧伤患者男女比例结果比较$

+

%

5

&'

地区 例数$

+

% 男性 女性

农村
3,+0 +,.-

$

/2436

%

,.,1

$

3+4/+

%

城市
,+01 2-+

$

/.4+,

%

012

$

31421

%

/41

!

农村和城市男*女性患者感染率结果比较
!

城

市男*女性患者感染率分别为
,.4325

和
,+4+25

#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g,4.1

#

H

&

.4.-

%&农村女性患

者感染比例大于男性#男*女性感染率分别为
3.4.25

和
0,42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g0/4,3

#

H

%

.4.-

%)见表
0

)

/42

!

不同教育水平监护人与患者感染率的相关性
!

监护人不同程度的教育水平与患者感染的例数呈明

显的负相关关系#小学及以下学历与中学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g+,4/6

#

H

%

.4.-

%&中学与大学及

以上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g++41.

#

H

%

.4.-

%)

见表
-

)

表
0

!!

农村和城市男)女性患者感染率结果比较$

+

%

5

&'

地区
例数

$

+

%

男性

例数$

+

% 感染率

女性

例数$

+

% 感染率

农村
3,+0 +,.- /33

$

3.4.2

%

,.,1 0+-

$

0,420

%

城市
,+01 2-+ 26

$

,.432

%

012 /,

$

,+4+2

%

表
-

!!

不同教育程度的监护人与患者感染率结果比较

教育程度 例数$

+

%

感染情况

例数$

+

% 感染率$

5

%

小学及以下
+.-+ ,.0, /643

中学
,++0 033 3-40

大学及以上
,.12 63 24/

'

!

讨
!!

论

!!

烫伤是引起小儿烧伤的最主要原因#不同类型的

热液充斥生活中)该地区小儿烧伤病例以热液烫伤

为主#占
2142/5

#大多数是热汤*热油*开水所致)本

研究结果显示#烫伤为儿童严重烧伤的最主要原因#

与其他报道结果一致'

/&2

(

)

火焰烧伤患者比例达
,.42+5

#居致伤原因的第

+

位#主要以使用燃液不当*煤油*汽油烧伤为主)电

烧伤占
+4105

#化学烧伤占
,4+/5

#其他类型烧伤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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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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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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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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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金属*热炕烧伤%占
-43,5

)该地区地处西北#经

济较其他南方城市相对欠发达#特别是很多农村贫困

家庭仍使用煤油灯*蜡烛*土灶等较落后的照明灯具

和炊具#家庭环境简陋#加上子女众多是该地区小儿

烧伤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陕西地域的特点#分为陕

南*关中*陕北
3

个区域)各地域之间因为气候*环境

等因素的影响#冬天取暖方式不同)冬季家中烧火取

暖*睡板炕等现象常见#但近年来暖气在陕北和关中

的大量普及减少了人们烧火取暖的使用率#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该地区小儿因为火焰被烧伤的概率#大部

分为热液烫伤)表
,

结果表明#热液烫伤占
334/15

#

火焰烧伤占
0/415

#是小儿烧伤222火焰烧伤的高发

区域)小儿烤火过程中不慎点燃衣物或不小心摔倒#

触及火炉极易引起烧伤#火焰温度较高#烧伤后病情

较重#尤其是呼吸道烧伤#因此从源头着手#提高安全

意识最重要#让小儿远离热源#预防烧伤的发生)

陕西地区小儿烧伤主要集中在
,

%

3

岁幼童#呈

上升趋势#占
--4..5

#由于此阶段正处孩童智力与身

体的发育阶段#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有强烈的求知

欲和探索欲#但对事物的危险性缺乏经验和辨别能

力)较年长儿童烧伤的概率则呈下降趋势#因社会经

济的快速发展#生活环境和条件均得到很大程度的改

善#相关制度的健全#让年长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和

危险识别能力得到提高#相较于以前简陋的居住环境

和安全意识的不足#被动性接触热源引起烧伤的概率

大幅度下降)表
+

结果显示#居住水平和安全意识的

提高较年长者$大于
2

岁%而言#能大幅度地降低小儿

烧伤的发生率&但小于
3

岁的婴幼儿#基础环境设施

的改善并不降低烧伤的发病率#其包含多方面原因#

如监护人的监护力度*小儿自身生理和心理的发展变

化*环境因素等'

/&6

(

)因此#应该加大烧伤预防的宣传

力度#特别是对烧伤创面医学急救常识的普及#能更

大程度地减少小儿烧伤后并发症的发生#降低烧伤的

致残率)

该地区不同区域*不同性别发生小儿烧伤的比例

不同)本研究以农村和城市男*女性发生烧伤作为因

变量#结果表明#城市烧伤男*女性比例为
,43-f,4..

$

-24-5f0+4-5

%#同期农村男*女性比例为
+40+f

,4..

$

2.425f+1435

%)造成比例差异主要是男性

相对女性儿童更好动#好奇心更强#更易引起烧伤的

发生)表
0

结果说明#农村和城市不同性别患者在烧

伤后出现感染的概率不同#女性儿童大于男性儿童)

农村女性患者感染概率最高#原因可能为该地区特别

是陕北地区的经济水平落后#重男轻女思想仍较严

重)表
-

结果分析小儿烧伤后感染率与监护人受教

育水平的相关性#两者呈明显的负相关性)农村地区

以低学历为主#缺乏对烧伤创面医学急救常识的认

知#女性发生烧伤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选择土

方*偏方等其他方法治疗#等到伤情加重才至医院接

受治疗#加之路途遥远#延误救治时间#未及时补液抗

炎和清创换药使患者的病情加重#感染率增高#愈合

时间延长)所以#小儿伤害与年龄*生长发育*行为认

知*从事活动及其场所密切相关#缺少保护措施等是

潜在的危险因素'

1

(

)

综上所述#家庭环境安全及监护人的认知和责任

心对预防小儿烧伤*烫伤至关重要#应引起重视#并根

据小儿性别*年龄进行针对性预防)随着近年来对小

儿烧伤预防工作的宣传#让更多的监护人了解烧伤的

危害性和普遍性#特别是小儿烧伤的预防和烧伤创面

的医学急救常识'

,.

(

)目前#仍有很多小儿受到烧伤的

危害)本研究认为#家庭是做好小儿严重烧伤预防的

关键#卫生部门在推广小儿烧伤预防宣教#以及政府

在小儿严重烧伤防治的有关政策制定和监管方面应

发挥积极的作用#可使更多小儿免受疾病危害#提高

烧伤的预防和救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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