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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31章，由学识渊博、有数十年烧伤工作经验的专家教授执笔，主要介绍烧伤的基本内容（休
克、感染和创伤处理）、特殊部位烧伤、特殊原因烧伤、烧伤并发症、烧伤病理和与烧伤有关的重要
问题（皮肤移植、康复、整形、营养、中医治疗）等内容。
所述的烧伤先进理论、先进治疗经验和方法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本书是一本较为经典的烧伤医学专著，是烧伤医学专业人员的重要参考书，对其他各科临床医生和
基础研究人员也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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