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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5 a以来 739例断指再

植伤员的院前因素与手术效果进行分析，笔者认为

通过有效指导院前急救处理，对断指再植手术的成

功具有重要意义，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结果

本组 739例 1 197指，其中男 612例，女 127
例．年龄 2～73 岁，平均 28.06岁．平均存活率

94.1%．

手指离断以拇指和食指为多．伤因以机器切割

或绞伤居多，见表 1．

1.1 断指保存方法

本组断指按标准保存 303例，占 41%．直接

用纱布包裹 236例，占 32%．保存不当或错误处

置 200例，占 27%，见表 2．

1.2 伤员到医院时间

昆明周边的伤员 591例，主要运送交通工具为

汽车，时间在 5 h 内．文山、红河的伤员 88 例，

运送时间为 7 h左右，主要交通工具是汽车．昭

通、思茅、西双版纳等地的伤员 60例，运送时间

在 7～9 h之间，主要交通工具为飞机，见表 3．

到院时间越短，手术效果越好．按标准方法保

存断指的手术效果好．

数量（n） 264 148 74 739 325 362 213 143 154 1 197

比例（%） 70 20 10 27 30 18 12 13

项 目
伤因

合计
伤指

合计
机器伤 刀砍伤 其它 拇指 食指 中指 环指 小指

表 1 本组病例伤因及受伤部位

断指保存方法 n 存活 未存活 成活率

按标准保存 303 293（97） 10（3） 97

用纱布包裹 236 221（94） 15（6） 94

未作特殊保存 200 182（91） 18（9） 91

合计 739 696（94） 43（6） 94

表 2 断指保存方法与再植指成活率［n（％）］

伤员到医院时间 例数 存活 未存活 成活率

5 h内 591 573 18 97

7～9 h内 148 135 13 91

合计 739 708 31 96

表 3 伤员到医院时间与成活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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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论

2.1 伤员到医院时间延长因素及对策

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 [1]和基层医疗条件的影

响．除滇中地区外，大多山高路远，运送时间

长．基层医疗条件差，缺乏必要设备和医生．据

了解，云南省各地州断指再植手术开展，总体低

于沿海地区的水平 [2-4]．许多伤员先到基层医院，

经简单包扎后再送到有条件的医院，往往已过再

植手术的最佳时段．对策：（1）设法尽快到达有

条件的医院；（2）增加基层医院的必要设备和培

养有再植手术能力的医生．

2.2 断指保存方法不当的影响及对策

从统计看，断指按标准方法保存占 41%，多

数伤员缺乏正确的断指保存知识．而离体肢体热

缺血超过 6 h（气温高时应缩短为 4 h，气温低可
延长到 10～12 h）即不宜再植．为缓解离体组织

的代谢，延长时限，离断肢体应以干燥冷藏方法

保存，既将离断肢体用无菌或清洁敷料包扎好，

先放入塑料袋中，再将塑料袋放在加盖的容器内，

然后在容器周围放置冰块．多数伤员缺乏正确的

断指保存知识，影响手术效果．对策：（1）加强

基层医务工作者对离体肢体保存方法的指导；

（2）易伤人群相关知识宣教；（3）制作资料，进

行广泛宣教．

2.3 伤员受伤后应对能力低的影响及对策

伤员多来自农村，文化层次很低，多数机器

伤多发生在上机操作 1周内．说明新手操作中缺
乏安全意识，部分伤员年龄不满 18岁，应对能力

差．伤员情绪不稳等因素也会影响手术效果．其

对策是：加强工人在机器安全使用方面的培训，

加强受伤后健康科普知识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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