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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中华烧伤杂志》“警钟”一栏后有感

白克亮，吴果叶

    《中华烧伤杂志》中有 “警钟”一栏，引起本

人的高度重视，做为一名从事ME BT/ME B()十余

年的临床医务工作者，无疑对此栏比较关心，本院

采用此技术治愈各类烧、烫伤患者4千余例，治愈

率达100 ，无一例造成畸形或功能障碍，也未合

并症的发生，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因此借 “警钟”一栏，结合临床，避免和发生类似

现象的出现，引以为戒。同时也对文章加以剖析，

并随笔摘录几篇，谈谈几点看法:

    摘录一:2002.2: P112, ME B()致小儿烧伤

创面假上皮瘤样肉芽组织增生八例。

    摘录二:2002.4: P243，外用ME BO致严重

不良后果四例。

    摘录三:2003.2: P70，对MEB()的几点看

法。

    摘录四:2003.3: P180，外用ME B()致肾功

能衰竭和低钠血症死亡二例。

    摘录五:2003.5: P288, ME BO致小儿烧伤

死亡11例。

    讨 论

    1.烧伤湿性医疗技术操作方法中明确注明有

较大面积和有全身反应的烧伤、烫伤及化学灼伤须

住院接受烧伤湿润疗法的治疗，必须在烧伤湿性医

疗技术医生指导下使用。是否以上医生进行过湿性

医疗技术培训。

    2.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人们对疾病学

的研究逐步由宏观走向微观，而今又通过微观学的

研究向宏观学发展，从而对疾病的认识形成了“整

体与具体”相结合的辩证意识。在此意识的影响

下，我们吸取祖国医学的哲学思想，经现代医学科

技的研究论证，建立了“烧伤创疡医学”。

    3.为了发扬祖国医学，研究烧伤创疡新理论，

交流学术思想，促进中西医结合，提高烧伤治疗效

果，本着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

挥各家医学所长，研究探讨，总结交流，促进提高

烧伤方面新的理论和方法。

    4.过去人们面对烧伤病人的严重情况，研究

出了用保持创面干燥和局部使用抗菌药物的方法减

少感染，再利于外科手术切痴植皮封闭创面，同时

针对在这些技术条件下的全身各系统发病进行综合

治疗，应当说在过去采用这种方法治愈了不少患

者，但在烧伤治疗已进入皮肤再生医学阶段的今

天，不得不承认这种传统治疗方法属于破坏性外科

治疗方法，是一种将烧伤变为创伤再进行外科治疗

的方法，它没有从针对烧伤组织及由烧伤组织引起

的发病方面进行治疗。我国年轻学者徐荣祥根据烧

伤发病机制而创立烧伤湿性医疗学，从局部治疗

上，立足最大限度地无损伤性的排除坏死组织，恢

复保留烧伤残余组织，利用残存组织再生修复皮

肤，是顺应于创面自然修复规律的治疗方法。

    5.烧伤湿性医疗技术是北京光明中医烧伤创

疡研究所徐荣祥教授1979年提出的，他是建立了

以中药为主的中医烧伤治疗学术体系，以西医的组

织学，病理生理学，微生物理论作为基础理论，建

立了以创面治疗方法为主的西医烧伤治疗学术体

系。中西医共同作用，较理想的组成了:①保持创

面湿润而不浸渍;②以液化方式无损伤地自动排出

烧伤创面坏死层组织;③通过药物作用保持创面通

畅引流;④持续恒定的创面有效药物浓度;⑤隔离

【作者单位】 樱山县烧伤专科医院，山西04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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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面免受空气损伤的主要内容的烧伤湿性医疗学术

体系。解决了创面疼痛，创面感染，创面烧伤组织

进行性坏死，烧伤深11度创面的无瘫痕愈合等传统

疗法无法解决的难题。

    6.作为 “学术”是人们对事物认识的一种世

界观，也是反映事物发生发展规律的客观意识所形

成的思维范畴〔。“医学学术”就是人们对人体与疾

病观的思维范围，而 “烧伤创疡学术”就是人们对

烧伤、创疡疾病发展规律的客观意识反映，也就是

说:“烧伤创疡学术”是研究烧伤创疡疾病的发病

和医疗的理论形态和理论体系。它必须立足于疾病

发病本身过程的治疗和复原。

    7.1997年，徐荣祥完成了原位干细胞再生复

制皮肤器官的人体应用研究，从此提出了再生医学

理论，2000年公布干细胞皮肤原位复制工程图谱，

2002年公布潜能再生细胞的发现破解生命之谜，

通过心、肝、肾、脾、胰腺、胃肠、神经、皮肤在

原位和体外培养的研究成功，以确凿的动态细胞

学、动态组织学、器官再生复制等生命科学的研究

结果，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再生医学理论，为人

类用组织器官自身生理修复机能延续生命、健康长

寿打下坚实、可靠的基础。

【作者简介】

  白克亮 (1972 )，男 (汉族)，援山县人，运城地区卫校毕

业，医师

吴果叶 (1973一 )，女 (汉族)，极山县人，运城地区卫校毕

业，医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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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中医药临床学术研究科技论坛征文

    中华中医药学会拟于今年秋季在黄山举办 “第三届全国中医药临床学术研究科技论坛”，现向全国中医药临床工

作者征文「

    1 征文内容

    1.1在对病因不明性和多因素性疾病的诊治等等中医药具有比较优势的方面，在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等

重大传染性疾病的诊治上，临床各科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所开展和进行的各项临床研究和分析。

    1.2 循证医学、D入11二、仪护等方法在中医药临床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中医药临床研究的科研设计、评价、质

量控制等方面的分析研究〔)

    1.3 中医药临床如何适应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思想观察等发展变化的探讨。

    】.4 中医药临床各科的现状、问题、对策、未来预测和设想及发展战略，临床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经

验、应用体会和新认识、新方法、新技术、新成果、新进展。

    1.5 中医药临床多学科研究和临床思维方式的探讨。

    1.6 名老中医的临证思维、临床用药技巧与用药原则、难治病的诊治，全国共三批名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

人导师临床经验总结

    1.7 中医药临床人才培养的途径和方法，中医药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

    1.8 中药复方、各类中药新药和制剂的临床研究、药理实验、疗效分析评价以及老药新用介绍。

    1.9 中药不良反应等安全性问题的临床分析和研究，药剂师走向临床的实践和探讨。

    1.10 计算机在中医药临床诊疗和科研设计中的应用、

    2 征文截止日期:2004年6月30 日、〕本次会议由《中医药临床杂志》承办，应征稿件请寄合肥市大通路明光

小区5幢《中医药临床杂志》编辑部黄晖收，邮政编码:230011;欢迎发送电子邮件，E-nlail:cjtcm@l63 c()m，

请注明

      3

〔、N34-

      4

“临床征文”字样

每篇征文收取审稿费30元，入选论文将在中华中医药学会系列期刊 《中医药临床杂志》(ISSN1672一7134

1268/R) 上发表 具体参会事宜另行通知。

会议还将组织中医药人才双向交流活动和医药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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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医药企业联系参会。

                      中医药临床杂志编辑部

                              20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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