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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性研究东北锦州地区因烧伤住院的儿童

" K9#例'分析儿童烧伤临床流行病学特征'以便为

临床治疗提供鉴戒经验'为烧伤预防措施提供依据&

)I资料与方法

)6)I临床资料

从科室电脑 8SS-OO数据库中'检索 !9<$ 年

! 月至"$$K 年 !" 月因烧伤住院的儿童$年龄
"

!#

岁%的临床信息&

)6'I方法

所有患儿临床信息分别按照年代)年龄组)烧伤

原因)烧伤程度)烧伤季节分组'录入表格$XES-5%&

各组患儿年龄)性别)烧伤原因)烧伤面积和 WWWw烧

伤面积)是否合并休克)吸入性损伤)手术)住院日和

病死率分别比较&

)6&I统计学处理

F0FF !!6> 统计软件录入数据'正态分布数据

以均数J标准差$FJ;%表示'非正态分布数据以中

位数$]%表示'计数数据以例数和百分率表示& 各

组患儿数据采用非参数多样本$D3(-1.2) B-O,%或卡

方检验进行样本数据分析& !I$6$>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I结果

'6)I一般资料

" K9# 例烧伤住院患儿'男 ! K$> 例$="6#L%'

女 ! $K9 例$;<6=L%#平均年龄$;6< J;6!%岁#烧伤

面积 !L V9"L'平均 =L#=!< 例$"!6;L%患儿伴

有WWWw烧伤'面积 $6!L V=<L'平均 ;L& 合并休克

的患儿 !=$ 例 $>6>L%'平均烧伤面积 $"96; J

!=6;%L& 合并吸入性损伤的患儿 ;9 例$!6;L%'

其中 "" 例伴有休克者烧伤面积$;K69 J"!6=L%与

!<例无休克者烧伤面积$"#6; J!K6"L%相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c:"6;<'!c$6$!K%& 实施手术

><# 例$!96KL%'各年代手术患儿的烧伤面积)WWWw

烧伤面积和深 WWw烧伤面积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住院日 ! V"!> 1'平均$!>6! J!;6>% 1& 死亡

患儿 !9例$$6<L%'男 !! 例'女 K 例'平均年龄$;6K

J"6>%岁'平均烧伤面积和WWWw烧伤面积分别为$;96=

J""6#%L和$"#6$ J!96=%L'其中 !! 例合并休克'

> 例合并重度吸入性损伤&

'6'I各年代烧伤患儿情况的比较

从不同年代烧伤患儿情况的比较中可以看出'

9$ 年代因烧伤住院的患儿最多#K$ 年代烧伤住院的

患儿中需手术的比例最高#病死率以 <$ 年代最高

$"6=L%'其后逐渐有所下降& 随着年代发展'烧伤

儿童的年龄有降低趋势'平均住院日明显缩短& 见

表 !&

'6&I各年龄组烧伤患儿的比较

儿童烧伤以幼儿期最多'学龄期儿童明显降低&

男性患儿显著多于女性患儿& 烫伤在不同原因的烧

伤中占首位'婴幼儿烫伤比例增多'火焰烧伤以学龄

前及学龄期儿童明显增多'合并吸入性损伤和需手术

治疗的患儿以学龄前及学龄期儿童较多& 见表 "&

'6*I烧伤原因比较

烧伤原因包括烫伤)火焰伤及化学)电烧伤'其

中烫伤为 K#L'烫伤患儿年龄显著小于其他年龄

组'火焰烧伤比例$!!6<L%较烫伤减少'但其所致

的重度烧伤)休克)吸入性损伤)需手术治疗的比例

较烫伤明显增多'病死率较烫伤及化学)电烧伤显著

增高$

!

"

c!K6<;'!I$6$!%& 见表 ;&

(K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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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各年代烧伤患儿情况的比较I

$L%

年代 病人数
平均年龄

$岁%

男 女̂
烫伤)火焰)

化学电烧伤

烧伤

面积
WWWw烧伤

休克

人数

吸入性

损伤人数

手术

人数

平均住院日

$1%

死亡

人数

<$ 年代 !>#$>6;% #6= >=6> #̂;6> =$6; "̂969 9̂6< !$6$ !6> ;$!69% "$!6;% ;$$!96>% "!6< #$"6=%

K$ 年代 >>>$!96"% ;69 =!6K ;̂K6" K"6$ !̂;6" #̂6< 96# "6# ;;$>69% 9$!6=% !<;$;!6"% "$ >$$69%

9$ 年代 ! "!"$#!69% ;6< =;6$ ;̂<6$ K#69 !̂$6K #̂6; 96! !6< 9!$<6>% "$$!6<% "=#$"!6K% !#6K >$$6#%

"! 世纪 9<;$;;6=% ;6; ="69 ;̂<6! K<6K 9̂6# "̂69 <69 !6" ;;$;6#% K$$6K% !$<$!!6$% !!6> >$$6>%

!

" 值 ;">=6# !6! "6= <=69 >6= <6K "!6= ;6" 9>6= "=6" !$6K

!值 I$6$! b$6$> b$6$> I$6$! b$6$> b$6$> I$6$! b$6$> I$6$! I$6$! I$6$>

表 'I儿童烧伤的各年龄组比较I

$L%

年龄组 病人数 男 女̂
烫伤)火焰)

化学电烧伤

烧伤

面积

休克

人数

吸入性

损伤人数

手术

人数

平均住院日

$1%

死亡

人数

新生儿$ I"K 1% !=$$6=% =K6K ;̂!6; K!6; !̂K6K $̂6$ "6> !$=6;% $$$6$% !$=6;% <6> $$$6$%

婴儿$"K 1 V% ""9$<69% >!6> #̂K6> 9>6" #̂6# $̂6# #6> !$$#6#% ;$$6#% ">$!$69% !"6$ !$$6#%

幼儿期$! 岁V% !""$$#"6"% =!6= ;̂K6# 9>6= ;̂6= $̂6K #6$ >=$#6=% #$$6;% !<!$!#% !=6> =$$6>%

学龄前期$; 岁V% K"<$"K6=% ="6$ ;̂K6$ K=6$ !̂$6K ;̂6; >6$ ><$=69% !;$!6=% !<K$"!6>% !=6> K$!6$%

学龄期$= V!# 岁% =$"$"$6K% =K6; ;̂!6< >;6K ;̂"6" !̂#6$ 96$ ;=$=6$% !9$;6"% !99$;;6!% !<6$ #$$6<%

!

"值 !9<$6# "!6$ >=;6" "6< >6K "#69 !$<6$ =6! "6$

!值 I$6$! I$6$! I$6$! b$6$> b$6$> I$6$! I$6$! b$6$> b$6$>

表 &I烧伤原因比较I

$L%

致伤

原因
病人数

平均年龄

$岁%

男 女̂
烧伤

面积

WWWw

损伤

轻)中度

烧伤人数

重度

烧伤人数

休克

人数

吸入性

损伤人数

手术

人数

平均住院日

$1%

死亡

人数

烫伤 " #;"$K#6$% ;6$ =$6; ;̂96< K6" $69 " $"!$K;6!% #!!$!=69% !!;$#6=% $$$% ;=$$!#6K% !;6; 9$$6#%

火焰 ;#$$!!6<% =6< =96< ;̂$6; !;69 =6" ""K$=<6!% !!"$;"69% #"$!"6#% ;K$!!6"% !"!$;>6=% ";6$ K$"6#%

化学)

电烧伤

!""$#6"%

!""$#6"%

<69 K;6= !̂=6# >69 ;6" 9"$<>6#% ;$$"#6=% >$#6!% !$$6K% 9;$<=6"% "K69 "$!6=%

!

" 值 >$>96K <"6$ ;>6K >!6K <$6; >"6! ;#6# "K$6> ;;>6K ><6! !969

!值 I$6$! I$6$! I$6$! I$6$! I$6$! I$6$! I$6$! I$6$! I$6$! I$6$! I$6$!

'6MI烧伤程度比较

在所有烧伤患儿中 K!L为轻)中度烧伤$烧伤

面积 !L V!>L%'!9L为重度和特重烧伤$烧伤面

积
!

!=L%& 大龄儿童特重烧伤较多#随烧伤程度

加重'平均住院日及合并休克)吸入性损伤)需手术

治疗的比例和病死率有增加趋势#与其他烧伤原因

相比'火焰烧伤导致重度和特重烧伤比例显著增多&

见表 #&

表 *I烧伤程度比较I

$L%

烧伤程度

$烧伤面积 ŴWWw烧伤面积%

病人数
平均年龄

$岁%

烫伤)火焰)

化学电烧伤

休克

人数

吸入性损伤

人数

手术

人数

平均住院日

$1%

死亡

人数

轻度$!L V#L $̂L% K9=$;!6$% ;6$ K;6$ !̂!6= >̂6# $$$% !$$6!% <>$K6#% 96K $$$6$%

中度$>L V!#L Î>L% !##=$>$6$% ;6> KK6# K̂6= ;̂6$ !=$!6!% =$$6#% ">!$!<6#% 96K !$$6!%

重度$!>L V">L >̂L V!$L% ;#!$!!6K% ;6# K;69 !̂"6$ #̂6! #<$!;6K% =$!6K% !"9$;<6K% ""6$ "$$6=%

特重$ b">L b̂!$L% "!!$<6;% <69 >K6K ;̂;6= <̂6= 9<$#=6$% "=$!"6;% !!9$>=6#% ;;6; !=$<6=%

!

" 值 ! <<$6> "K$6! !;!6$ K!!6K "!!6# ;"=6> !9;6$ !=K6K

!值 I$6$! I$6$! I$6$! I$6$! I$6$! I$6$! I$6$! I$6$!

'6ZI不同季节烧伤构成的比较

不同季节儿童烧伤构成比有所差异'儿童烧伤

春季是冬季的 !6# 倍& 与冬季相比'患儿夏季平均

烧伤面积明显增加$=c:K6<'!I$6$!%'合并休克

病例明显增多$

!

"

c!!6;'!I$6$!%& 见表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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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MI不同季节烧伤构成的比较I

$L%

季%节 病人数 烫伤)火焰)化学电烧伤 烧伤面积 WWWw烧伤 休克人数 平均住院日$1% 死亡人数

春季 ; V> 月 K>=$"96=% K<6$ 9̂6> ;̂6> K6# "6! #K$>6=% !>6$ =$$6<%

夏季 = VK 月 <!;$"#6=% K"6$ 9̂6< K̂6; !$6K !6# >#$<6=% !#69 =$$6K%

秋季 9 V!! 月 =9K$"#6!% KK6; K̂6< ;̂6$ 9 !6< ;<$>6;% !>6# ;$$6#%

冬季 !" V" 月 ="<$"!6<% <<6> "̂$6= !̂69 =6# !6# "!$;6;% !>6$ #$$6=%

!

" 值 >$69 9K6> K=6! !;6K !!6> 96K $69>

!值 I$6$! I$6$! I$6$! I$6$! I$6$! I$6$> b$6$>

&I讨论

本研究患儿占同时期所有住院烧伤患者的

"K6=L'与钱利等!!"和周金武等!""报道相比有所差

异& 不同地区住院小儿烧伤构成比的差异与许多因

素有关& 东北锦州地区+冬长夏短,' 与海南地区气

候形成明显反差'导致本地区儿童体表受到+衣服

保护,的日期长'减少儿童体表暴露时间和裸露面

积'降低体表皮肤遭受外伤几率'可能是本地区儿童

烧伤构成比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研究结果显示烧伤患儿中幼儿构成比为

#"L'与沈阳地区报道$#!L%相似!;"

'明显低于高

原地区的报道$>"6!L%

!#"

& 幼儿组烧伤比例随着

年代发展有增加的趋势'从 <$ 年代的 ;#6#L增至

"! 世纪的 #96!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因此幼儿是

儿童烧伤预防的重点对象& 幼儿期活泼好动'好奇

心强'缺乏安全防范能力'同时监护人思想麻痹'放

松监管'以及生活环境)方式)习性等因素使幼儿成

为烧伤损伤的高发群体& 与之相反'婴儿尤其新生

儿由于监护人+全天候,精心照料'烧伤率低& 本研

究大部分$<"L%患儿来自乡镇农村'生活条件差)

周围环境复杂'增加儿童意外烧伤发生可能性'同时

给预防烧伤意外的发生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重视

幼儿阶段的管理)教育'加强预防儿童意外烧伤的安

全意识的大力宣传'增加幼儿入托率'改变不良生活

习惯'做好家庭日常生活防范'可以较大程度预防幼

儿意外烧伤的发生&

本研究中烫伤$K#L%位居各类烧伤原因首位'

与报道基本相似!!H="

& 烫伤损伤患儿比例随年代逐

渐增多'从 <$ 年代烫伤占 =$L到 "! 世纪的 KKL&

热水致伤占烫伤的 K<L'与杭州地区报道$KK6;L%

相似!="

& 本研究幼儿组热水烫伤为 K>L'明显高于

其他报道!!H>"

& 日常生活中家庭成员应加强防范热

水烫伤'包括热水器取水)饮用热水)洗澡等造成的

烫伤'以避免或最大程度减少烫伤发生& 与烫伤相

比'火焰烧伤比例较低$!"L%'大部分$<<L%为学

龄前和学龄儿童& 火焰烧伤往往损伤程度较重'重

度烧伤)吸入性损伤)休克和需手术治疗的患儿较其

他原因所致的烧伤损伤显著增多& 电)化学烧伤比

例最低'但接触性电烧伤手术率高'平均住院日长'

致残率高&

儿童烧伤病死率除 <$ 年代偏高$;L%外'其他

年代病死率不到 !L'与国内同类报道的病死率

$$6<L V>6=L%相比较不尽相似 !!H>"

& 烧伤病死率

除与样本数及各种不同原因烧伤的构成比有关外'

还与不同年代对于烧伤的认识及治疗水平有关& 火

焰烧伤病死率在各种不同原因的烧伤中所占的比例

较高'黄方涛等!>"的报道中火焰烧伤为 ""6KL'本

研究火焰烧伤比例为 !"L'可能是本研究中病死率

较低的原因之一& 本研究重度烧伤的比例为 !9L'

低于金先革等!#"报道的"K6#L'可能是本研究病死

率低的另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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