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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二十六章，主要包括概述、烧伤早期处理、休克防洽、烧伤感染及其防治创面处理、自体皮
肤及组织移植、皮肤替代物及其应用、烧伤整形与康复治疗以及烧伤护理等内容。
本书除重点介绍临床技术外，对近年来研究较多的热点问题的进展也进行了介绍，使之兼具理论性和
实用性。
此外，为了普及和提高烧伤实验研究知识和水平，本书专门介绍了“常用烧伤(烫)伤实验研究动物模
型”的制作。
书中所介绍的先进理论、先进治疗经验和方法大都系执笔专家烧伤临床与研究工作的总结，具有很强
的实用性和明显的中国特色，是烧伤医学专业人员的重要参考书，对相关学科临床医生和实验研究人
员也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本书还尽量搜集列入世界范围内的烧伤先进理论、先进治疗经验和方法，使本书不仅具有我国特色，
而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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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跃生，三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现为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军烧伤研究所所长，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第三军
医大学西南烧伤专科医院院长。
担任中华医学会理事，国际烧伤学会《BURNS》杂志编委，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
中华烧伤杂志》主编，全军烧伤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重庆市医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烧伤外科
学会主任委员等20余项重要学术职务。
 
    先后主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项国家“973”课题、国家“863”
课题、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项目、军队“十五”和“十一五”指令性(专项)课题等国家和军队重
大重点课题研究任务，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中方负责人。
 
    系统证明了烧伤早期心肌损害，提出了烧伤早期缺血缺氧损害的“休克心”学说和“容量补充”加
“动力扶持”的休克防治新策略、烧伤延迟复苏补液公式、针对吸人性损伤发生机制关键环节的治疗
方案以及早期救治与康复一体化的烧伤治疗新模式等，综合集成提出了“PRIDE”五项烧伤综合救治
技术，提高了烧伤治疗水平和质量。
有关研究论文入选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编著的《外科选读教材》，并应邀在第43届世界外
科大会上做特邀报告。
烧伤总治愈率居国际领先行列。
发表论文200余篇，SCI收录3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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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皮肤的正常结构与功能  第二节  热能对皮肤组织的损害  第三节  烧伤深度和面积
估计  第四节  烧伤严重程度分类  第五节  烧伤临床思维和医学辩证法第二章  烧伤的临床过程与转归  
第一节  烧伤的临床过程  第二节  烧伤的预后与转归第三章  烧伤后病理生理变化  第一节  烧伤早期应
激反应  第二节  烧伤后早期血管通透性的变化  第三节  烧伤早期微循环的变化  第四节  烧伤后水、电
解质和酸碱平衡紊乱第四章  烧伤免疫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烧伤对天然免疫应答的影响  第三节  烧伤
对适应性免疫应答的影响  第四节  烧伤后免疫功能紊乱化的一般规律及发生机制  第五节  烧伤后免疫
功能紊乱的发病原因和后果  第六节  烧伤后免疫功能紊乱的防治对策第五章  烧伤的早期处理  第一节  
院前救治  第二节  入院后早期一般处理第六章  烧伤休克的防治  第一节  烧伤休克的病理生理  第二节  
烧伤休克的诊断  第三节  烧伤休克的治疗  第四节  烧伤休克的辅助治疗  第五节  烧伤休克期常见并发
症的处理第七章  烧伤创面处理  第一节  烧伤创面修复基本过程  第二节  烧伤创面修复特点和处理原则 
第三节  创面早期处理  第四节  创面处理的非手术方式  第五节  创面处理的手术方式  第六节  感染创面
及其处理  第七节  创面用药  第八节  创面处理的全身效应及其他方法第八章  烧伤感染及其防治  第一
节  烧伤感染途径及类型  第二节  烧伤肠源性感染  第三节  烧伤感染常见病原菌  第四节  烧伤全身性感
染诊断与防治第九章  烧伤后心血管并发症和“休克心”  第一节  心肌正常结构、代谢与收缩原理  第
二节  烧伤后心功能不全  第三节  烧伤早期心肌损害和“休克心”  第四节  其他常见心血管并发症第十
章  烧伤后肺脏损害  第一节  烧伤后急性肺损伤  第二节  烧伤后肺部感染  第三节  肺水肿  第四节  肺不
张  第五节  肺栓塞第十一章  烧伤后肾脏损害第十二章  烧伤后其他脏器和系统的损害  第一节  烧伤后
肝脏损害  第二节  烧伤后胃肠道损害  第三节  烧伤后脑组织损害第十三章  烧伤后血管内皮细胞损害  
第一节  血管内皮细胞的结构与功能  第二节  严重创伤后对全身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及意义  第三节  创伤
后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的防治第十四章  吸人性损伤  第一节  吸入性损伤的致伤因素  第二节  吸入性损伤
的病理生理  第三节  病理形态变化  第四节  吸入性损伤的诊断  第五节  吸入性损伤的治疗第十五章  磷
烧伤  第一节  磷烧伤动物模型的制作  第二节  黄磷烧伤全身作用  第三节  磷烧伤后全身及呼吸系统改
变  第四节  心、肾系统改变  第五节  肝脏改变  第六节  应激性溃疡  第七节  磷烧伤内分泌系统反应及生
殖系统改变  第八节  磷烧伤创面清洗剂的研究第十六章  特殊原因和特殊部位烧伤  第一节  电烧伤  第
二节  化学烧伤  第三节  瓦斯爆炸烧伤第十七章  烧伤复合伤  第一节  烧伤复合伤处理的一般原则  第二
节  烧伤复合软组织损伤  第三节  烧伤合并颅脑外伤  第四节  烧伤复合胸腹部及内脏损伤  第五节  烧伤
复合骨关节伤  第六节  烧伤复合放射损伤第十八章  小儿及老年烧伤  第一节  小儿烧伤  第二节  老年烧
伤第十九章  烧伤麻醉  第一节  麻醉前准备  第二节  常用麻醉药物  第三节  常用麻醉方式  第四节  围术
期麻醉监测  第五节  围术期麻醉管理  第六节  烧伤麻醉常见并发症及其处理  第七节  术后镇痛第二十
章  烧伤代谢营养  第一节  烧伤后高代谢  第二节  烧伤病人的营养监测  第三节  烧伤病人热卡需要量  第
四节  糖代谢及其需要量  第五节  蛋白质代谢及其需要量  第六节  脂肪代谢及其需要量  第七节  微量元
素与维生素及其需要量  第八节  烧伤后代谢营养的调理  第九节  烧伤后营养支持原则、途径、时机与
方法第二十一章  自体皮肤及其他组织移植  第一节  概念  第二节  皮肤移植  第三节  其他组织移植及羊
膜、人工皮的应用  第四节  头皮撕脱伤与象皮腿的外科治疗第二十二章  皮肤替代物及其应用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异体皮移植术  第三节  异种皮移植术  第四节  表皮细胞培养与移植  第五节  组织工程皮肤
 第六节  机械性皮肤替代物  第七节  皮库的建立与皮肤储存第二十三章  烧伤康复治疗第二十四章  烧伤
整形  第一节  烧伤整形概述  第二节  细胞因子与瘢痕形成  第三节  烧伤后瘢痕畸形的发生机制  第四节  
烧伤后瘢痕畸形的分类  第五节  烧伤后瘢痕畸形的预防  第六节  烧伤后瘢痕畸形的诊断及治疗原则  第
七节  烧伤后期整形的手术方法与基本操作  第八节  烧伤后瘢痕性秃发及颅骨缺损的修复  第九节  颜面
部瘢痕畸形的修复  第十节  眉、眼部烧伤瘢痕畸形的修复  第十一节  鼻部烧伤瘢痕畸形的修复  第十二
节  耳部烧伤后畸形缺损的修复  第十三节  口腔周围瘢痕畸形的修复  第十四节  颈部烧伤后瘢痕的修复 
第十五节  上肢瘢痕挛缩畸形的修复  第十六节  躯干烧伤后瘢痕挛缩畸形与缺损的修复  第十七节  会阴
部烧伤后瘢痕挛缩畸形的修复  第十八节  下肢烧伤瘢痕挛缩畸形的修复  第十九节  皮肤软组织扩张术
在烧伤后瘢痕畸形修复中的应用  第二十节  烧伤后期整形手术的麻醉  第二十一节  烧伤后期整形手术
的护理  第二十二节  烧伤后瘢痕畸形的非手术治疗  第二十三节  面部烧伤后瘢痕的美容性治疗  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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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节  基因治疗在烧伤修复与瘢痕治疗中的应用  第二十五节  烧伤后瘢痕畸形的心理治疗第二十五章  
烧伤护理  第一节  病区管理  第二节  病区消毒隔离及常用物品消毒方法  第三节  入院急诊护理  第四节  
休克期的护理  第五节  吸入性损伤的护理  第六节  创面护理  第七节  特殊部位烧伤的护理  第八节  翻身
护理  第九节  上悬浮床病人的护理  第十节  营养护理  第十一节  烧伤的康复  第十二节  手术前后的护理
 第十三节  严重烧伤病人有创血压监测的准备、操作及管理  第十四节  血气分析及呼吸机的使用  第十
五节  烧伤整体护理  第十六节  严重烧伤病人并发腹胀的原因及护理  第十七节  烧伤病人连续血液透析
的护理  第十八节  烧伤病人伴癫痈的护理  第十九节  烧伤引起胰腺炎的护理  第二十节  烧伤后高血糖
的护理  第二十一节  大面积烧伤并阴囊水肿的护理第二十六章  常用烧(烫)伤实验研究动物模型  第一节
 烧伤实验动物的选择  第二节  烧伤动物实验的基本操作技术  第三节  无菌动物、无特定病原体动物及
裸鼠  第四节  实验动物体表烧伤模型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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