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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萍
,

雷振之
,

陶仲为
�

什么是 � 型菌其致病作用如何
�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

�卯� � �� ��� �
� �� �

〔�〕张翠萍
,

潘令嘉
,

周殿元
,

等
�

�� 例 � 型细菌感染的临床

观察
�

中华内科杂志
,

�卯� � �� �� 
� ���

��」谢晓宾
�

刘汉 宁
�

氟喳诺酮类药物在下呼 吸道感染治

疗中的应用
�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

�卯� � �� �� 
� ���

〔� �解斌
�

朱惠芳主编
�

合理用药问题
�

北京人 民卫生出

版社
,

��� �
� �� 一 �

「�� 罗慰慈
�

抗生素在呼吸系统感染时的合理应 用
�

中国

临床药理学杂志
,

�卯� � � ���� �
�
��

炉及烧伤油治疗中小面积烧伤 �� � 例

龙开颜 冯利君 符 狂 谢清吾

�湖南湘潭市中心医院 湘潭 �� �� �� �

自 �� �� 年以来
,

我院应用 自制炉 及烧伤

油治疗中小面积烧伤
,

取得满意疗效
,

现总结

如下 �

�庙床资料 本组 �� � 例患 者均符合浅

�
“

及深 �
“

烧伤的诊断标准 �� 
。

其中
� 开水

烫伤 �� � 例
,

火焰烧伤 ��� 例
,

化学烧 伤 ��

例
,

电击伤 � 例
。

分为两组治疗
。

治疗组用

自制炉及烧伤油 � �� 例
,

男 ��� 例
,

女 �� 例
,

年龄 �
�

� 一 � � �
,

平均 � �
�

� 士 �
�

� �
,

�� 岁以下儿

童 � � 例
。

烧伤部位
,

头面部 �� 例
,

胸腹部 ��

例
,

双手 及四肢 ��� 例
。

浅 �
” ��� 例

,

深
‘

��
“

�� 例
。

烧伤面积 �
�

� � 一
��

�

� �
,

平均烧 伤

面积 ��
�

� � 土 �
�

� �
。

对 照组 用 炉银 烧伤

粉图 �的 例
。

男 ��� 例
,

女 �� 例
,

年龄 �
�

� �

� � �
,

平 均 ��
�

� 士 �
�

��
,

烧 伤部位
,

头面部 ��

例
,

胸腹部 �� 例
,

双手及 四肢 ��� 例
。

浅 且
“

�� � 例
,

深 �
“
� � 例

,

烧伤面积 �
�

� 一 � �
�

� �
,

平均烧伤面积 ��
�

� 土 �
�

� �
。

两组无显著差

异 �� � �
�

�� �
,

具有可 比性
。

炉及烧伤油 的制备
� 炉 甘石 � �� �

、

硼砂

�� �
、

白及粉叨。�
、

磺胺密 陡银 �� �
、

血竭 �� �
、

冰片 �� �
、

麻油 � �  〕�
。

先将 已 研细 的 白及
、

炉甘石 ��� ℃干热灭菌 �� 备用
。

然后将上述

各药研细
,

过 ��� 目筛
,

加人 已 灭菌麻油
,

边

加边研至均匀
,

分装
,

��� ℃ �� 而
�
灭菌 即得

。

治疗方法
�
治疗组先用生理盐水清洗创面后

,

将消毒网眼纱布浸透于搅匀 的药液 中
,

敷盖

于创面
,

每 日或 隔 日换药直至创 面愈合
。

对

照组清创后均匀撒上药粉或用麻油配成含药

�� � 的混悬液
,

以油纱布敷于创面
,

� 次 � ��

结果 疗效判定标准
� 创面愈合无感染

及明显疤痕
,

无严重色素沉着为治 愈 � �
“

创

面大部分愈合
,

部分创面感染
,

需植皮方愈为

好转
。

结果
� 治疗组经 外用炉 及烧伤 油

,

浅

�
”

及深 �
”

创 面全部愈合
,

治愈率 ��� �
,

对

照组有 � 例创面感染
,

经小面积植皮后延迟

愈合
。

愈合时间分别为 � 士 �
�

��
,

�� 士 �
�

��
,

此两项两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 � �
�

� � �
。

讨论
�
�� 本文是我院 �� 年 以炉银烧伤

粉 �原收载 于湖南 省 医院制剂规范 ���� 年

版 �为基础研制而成
。

中药 白及
、

血竭具有止

血止痛
、

消炎生肌之功效
。

根据我 们多年 临

床经验认为其用于治疗不同深度烧伤疗效满

意
。

炉银烧伤粉仅适用于初期 及浅度烧伤治

疗�� 
,

对深 �
“

烧伤患者感染率高
,

愈合时间

也较前者长
。

�� 本方在使用过程 中体现 了

新型膜剂的用药特点
,

能保护创 面
,

防治感

染
,

促进创面愈合
,

但制法上较膜剂简 便
、

省

时
、

经济
。

��� 本方临床用于 ��
“ 一 �

“

褥疮
、

湿疹也取得较好疗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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