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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均提示

梗塞面积(大片状、多灶性)与病情

轻重、预后呈负相关，因此，及早行

头颅CT及凇I确诊，找出病因，
对症治疗，有利于患儿的生活活动能

力的恢复。本研究中患儿的治疗基本

一致，恰当的康复治疗有助于减轻功

能障碍的程度，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残

疾对正常生活的影响。研究表明，康

复锻炼介入越早患儿功能恢复和整体

疗效越好【3J，恢复步行的几率越大，

有利于恢复患儿的独立性【4J。性别、

住院天数、心脏超声、脑脊液，在多

因素分析中均进入多元回归方程，脑

梗塞的预后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因而预测预后时多因素分析更有

意义[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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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磨痂术治疗深Ⅱ度烧伤的观察及评价

王萍，赵小茜，李春梅

(山东省立医院，山东济南250021)

摘要：目的：评价磨痂术、削痴术和磺胺嘧啶银(SD—Ag)保痂3种方spreaded the sulfadiazine Silver cr锄on
法治疗深Ⅱ度烧伤创面的效果。方法：随机将深Ⅱ度烧伤93例分为3组。A the surface of the w翻md，e)【ecuted

组磨痂组清创后用灭茵金属丝球磨擦创面，直至创面有广泛出血点或泛红， dreSSillg challge删oth盯day．，mle
在创面涂以0．25％氯霉素油卉q后用凡士林油纱布覆盖创面。B组削痂组削痂 folla丽ng s盯ved as observat-on index鹤：

后，创面覆盖生物敷料或异体皮，加压包扎。C组SD—Ag组外用1％SD—Ag the time of删nd捌ing，the舢mber
霜，隔日换药直至创面愈合。以创面愈合时间、换药次数、植皮次数及近期 0fdressing change tim鹤，the n啪ber of

瘢痕增长情况为观察指标。结果：A组深Ⅱ度烧伤创面愈合时闻短于B组和skiI垮afting tiIn签and the p谳ifer“on of

C组(P<0．01)，A组换药次数明显少于B组和C组(P<0．01)，植皮次 scarin the洲y age．ReSuIt：CC盯lpared

数A组较少，近期愈合状况表明，3组创面无明显疤痕增生。结论：磨痂术 、^，ith g工Uup B锄d C，group A sⅧ
治疗深Ⅱ度烧伤创面比削痂术和SD—Ag更为有效。 that the time 0f w。und healing of deep

关键词：烧伤；皮肤磨擦术；治疗结果 d啦eⅡbI姗swasmore short口(P<

a艘rvati帆a们s恤田0f咖b憎si伽恤Deqp DI!矿∞ⅡBIm塔，wANG 0．01)，the n咖ber of dressing change

Pillg，朋噙o xl舯一qiaII，u aI哪一眦i(蛐g删al h唧i锄，‰· tim鹧was obviously fe毗(P<0．01)，
D叫g J№n250021，ali腿)and the n哪ber of skingrafting、ⅣaS fairly

Abs仃铷：t：Objective：Tb evaluate the effect of damabrasion，tar舯tice e)【d—few盯． In the early age thee were n0 ap—

sion of scar and S汇)一Ag cr￡籼on de印de垂田恐Ⅱbums．ⅣIethod：93饯Ises were辟mmt scar p砌iferation in t}把se three

mdⅨIlly di、rided into three舯ups a(蒯ing to diff目∞t mⅨ吲jreS．G剃p A was 舯ups．C0nclusion：Compared with

treated with denllab】蚓on．After debdd锄ent， the wound was abraded、^，ith St商le ta_119∞tial exciSion of eschar and SD—Ag

steel、^，ire rnass until appeared deIlse small hanorrha西c spots or the wamd was suf．cre咖， dennab】心ng is a more effective

fused、试th blush．G咖p B was拄eated、聃th tang∞tial exciSion of eschar．After the way南。仃eat deE爷dq；rI甓ⅡblJms．

procedure the wDund waS∞vered诵th biobgical dresSing or alloskin，th叽set pres—l畸w盯ds：B1Ims；DE锄【1abraSion；
sure d戚ng on the wound． 1 hollp C was仃eated with So—Ag a．伽ordy，T}ea廿n∞t outc(m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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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深Ⅱ度烧伤创面是临床上较 组织及促使瘀滞带转化为活性组织是 伤创面2种传统的方法，但两者又有

棘手的问题，如处理不当，会加重创 处理深Ⅱ度烧伤创面的关键。削痂术 不足。为探讨新的处理深Ⅱ度烧伤创

面感染和瘢痕增生。保护正常的真皮 和创面外用SD—Ag是处理深Ⅱ度烧 面的方法，2000年7月至2003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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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增生，促进了创面皮肤自我修

复。削痂组坏死组织基本清除，但余

下活性组织量相对减少，延缓了创面

修复。∞一Ag组坏死组织多，易形
成感染，使得创面难以自愈。以上结

果充分证明，早期磨痂有助于机体细

胞免疫反应和减轻创面感染。这可能

是磨痂术后患者康复快，创面愈合时

间短的原因。

3．3磨痂术治疗深Ⅱ度烧伤创面值

得推广本组33例经磨痂术后抗休

克、应用抗生素、支持疗法等均痊

愈。与传统方法相比，(1)手术方法

简便，易掌握深度，金属球易获得，

不需要贵重设备，适应于所有医院；

(2)缩短创面愈合时间，减少了换药

次数，减少了患者痛苦和医护人员的

劳动强度； (3)减少了植皮次数；

(4)愈合后皮肤表面光滑平整，给人

截然不同的观感。磨痂术弥补了削痂

术和SD—Ag治疗的不足。磨痂术中

应注意的问题是【5 J：由于磨痂术去除

的是浅层组织，易引起弥漫性渗血，

难以用器械止血，故术后需加压包

扎，正确估计出血量，及时补液、输

血，防止因出血过多造成低血容量性

休克。良好的护理是保证手术成功的

关键，需做到：(1)严格执行消毒隔

离制度；(2)严密观察病情的变化；

(3)保持创面清洁，避免受压，预防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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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例经鼻内镜鼻窦手术后的观察和护理

谭丽君

(东莞市黄江医院，广东东莞523750)

摘要：目的：探讨经鼻内镜鼻窦手术后患者病情的观察和护理。方法：

对262例慢性鼻窦炎、鼻息内患者实施经鼻内镜鼻窦手术，术后注重疼痛、

出血、用药的观察及护理，及时处理并发症，加强术腔及出院指导等护理措

施。结果：本组患者治愈155例，好转75例，无效32例，总有效率87．8％，

其中15例出现颅内、眼部及鼻内并发症，占5．7％。结论：重视和加强术后

一般护理及术腔护理与手术本身同等重要。

关键词：鼻内镜手术；鼻窦炎；鼻息肉；术后护理

CUnical 0l搭盯vati帆锄d n珊确llg aI沁er ald俩伽pic sinl坞op哪tion with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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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舡act：o嗡ective：Tb铱plo阮pIevlention meth。d for p(蚓[opIeratiollal c。m—

plication and relative nurSiIlg of∞dosoopic sinuS唧tion．Method：262 pati∞ts

、jl，ith chmnic Sin吲tis and msal pDlyl)s re—

ceived end饫唧ic opefation and fdlowing

routinal nursing 01)datio砌ca、，ity nurS—

ing．ResIllt：0ne)忱follaw up Slm，ey

show this method can咖rcIve nasal ca、，i—

ty mu∞sa function，reduce∞mplication

sLlch as in廿a c跚ial，eye 肌d sinuS

haerrlorrhage．Gonclu8ion：PI篱tc唾)e雌·

tional routine and local nursing s}趴Ⅳas

important as operation itself．

Key Words：EI试卿ic naSal sinus

删缸m； &nusitis； Nasal polyp；P(舄t—

opa矗tian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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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内镜鼻窦手术在鼻内镜直视

下，以尽可能保留鼻腔、鼻窦的结构

和功能为前提，清除病变，改善和重

建鼻腔、鼻窦通气引流功能为目的的

鼻外科手术⋯，，术后效果较好，能有

效改善通气功能。我院自2000年6

月至2003年6月，开展经鼻内镜鼻

窦炎、鼻息肉手术262例，取得了良

好疗效，现将护理体会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组262例中男

163例，女99例，9～71岁，平均

33岁；病程6月～20年，平均2．3

年。主诉为反复鼻阻、脓涕，或伴有

头痛、嗅觉减退等，均经鼻内镜及鼻

窦冠状位CT扫描确诊。按1997年

海口会议标准【2】分型分期：I型I期

20例，Il期29例，IlI期24例；II

型I期26例，II期94例，III期37

例；III型32例。

1．2疗效评定及结果参照1997年

海口内窥镜鼻窦手术疗效评定标

准【2l，治愈155例，好转75例，无

效32例，总有效率87．8％。其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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