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烫  伤 

烫伤程度，分三度。判断伤势记要点 

烫伤有轻重，处理方法也有区别。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烫伤一般为

Ⅰ度、浅Ⅱ度、深Ⅱ度。 

一度伤：烫伤只损伤皮肤表层，局部轻度红肿、无水泡、疼痛明

显，表面干燥，海边日光浴的皮肤损伤即为 I 度烫（烧）伤。一度烧

烫伤，应立即将伤处浸在凉水中进行“冷却治疗”，它有降温、减轻

余热损伤、减轻肿胀、止痛、防止起泡等作用，如有冰抉，把冰决敷

于伤处效果更佳。“冷却” 30 分钟左右就能完全止痛。随后用鸡蛋

清或万花油或烫伤膏涂于烫伤部位，这样只需 3~5 天便可自愈。不留

疤痕。 

二度伤：浅Ⅱ度烫伤是日常最多见的，创面红肿、起水疱、疼痛

剧烈，一般 2 周左右愈合；深Ⅱ度烫伤，皮肤表皮易撕脱，基底红白

相间、痛觉迟钝，需 3 周左右愈合，但留有瘢痕；如果创面感染化脓，

会成为Ⅲ度烫伤，需要植皮手术治疗。同时，烫伤者的一只手掌相当

于其身体面积的 1%。有条件者，超过 1%的烫伤都应该就医；而烫伤

面积成人达 15%～20%、小孩与老人达 10%～15%，可能会危及生命，

一定要尽快送医院治疗。烫伤是真皮损伤，局部红肿疼痛，有大小不

等的水泡，大水泡可用消毒针刺破水泡边缘放水，涂上烫伤膏后包扎，

松紧要适度。  

三度伤、烫伤是皮下，脂肪、肌肉、骨骼都有损伤，并呈灰或红

褐色，此时应用干净布包住创面及时送往医院。切不可在创面上涂紫



药水或膏类药物，影响病情况观察与处理。  水火烫伤处理的原则是

首先除去热源，迅速离开现场，用各种灭火方法，如水浸、水淋、就

地卧倒翻滚、立即将湿衣服脱去或剪破、淋水，将肢体浸泡在冷水中，

直到疼痛消失为止。还可用湿毛巾或床单盖在伤处，再往上喷洒冷水。

不要弄破水泡。  

I 度烫伤可自行治疗，浅Ⅱ度最好由专科医生治疗，深Ⅱ度必需

由专科医生治疗。 

冷水疗法很重要 

普通人掌握冷水疗法很重要，因为它是最好的日常烫伤早期处理

方法，止痛明显、疗效确切、方便可行。 

冷水疗法：烫伤后立即用干净的冷水冲洗受伤部位 10 分钟左右，

但对于浅Ⅱ度和深Ⅱ度烫伤，要先在创面覆盖上干净的厚纱布、毛巾

等再冲洗，不能直接用冷水冲洗。然后，再以干净的冷水浸泡烫伤部

位 15～20 分钟。如果烫伤的是头部、躯体等不便冲、疱的部位，可

用干净的厚纱布、毛巾等沾冷水敷伤处；必须注意，冲、泡烫伤的水

温要保持在 15～20 摄氏度，即使短时降水温也不能低于 6 摄氏度，

绝不能用冰块、冰棍等冰敷伤处，以免发生冷冻伤害；另外，伤处已

经起泡并破了的烫伤， 

不可冷水冲、泡， 以防感染 

冷水能迅速“中和”渗入皮肤的热量，减轻局部组织的炎症反应。

经过冷水疗法处理后，有的浅Ⅱ度烫伤不出现水疱，一周甚至三五天

内就脱皮愈合，呈现Ⅰ度烫伤的康复效果；有的深Ⅱ度烫伤会出现浅



Ⅱ度烫伤的康复效果，即只有色素改变，没有疤痕遗留。但是，冷水

疗法不能用于大面积烫伤者。 

对于烫伤面积较大或程度较深者要尽快做到：“脱”，移除烫伤部

位的衣物，但如果衣物与皮肉已粘在一起，则要由医院处理；“盖”，

是将无菌敷料覆盖在伤口上，注意不能在烫伤区域涂任何液体；“送”，

是立即送医院治疗。 

伤后处理勿用不正确方法 

门诊医生经常见到烫伤患者，创面涂抹了牙膏、紫药水后伤势加

重、发生感染而来就诊者。更有甚者，父母将烫伤的婴儿泡在酱油中

送医院就诊。这些都是错误的处理方法，会影响烫伤的治疗与康复。 

如下一些错误烫伤处理方法的害处： 

一是用肥皂、食盐、白糖、鸡蛋清、蚯蚓等民间“偏方”，可能

引起烫伤创面感染；尤其是涂牙膏、食醋等，对烫伤创面有较强的刺

激性，还可能会侵蚀创面、增加损伤。 

二是应用酱油、紫药水等不但影响医生对烫伤创面的观察，而且

可能引起感染。 

三是应用“红药水”，可能引起汞中毒。 

中药治疗烫伤方法 

对于可在家中自行治疗的小面积、较轻烫伤，岳茂兴认为可采用

如下中药外涂治疗： 

外用中成药有京万红、美宝润湿烧伤膏等外涂。 

重度：患者少喝水 



如果是重度烧烫伤，烧烫伤面积大，程度也比较深，要尽快让伤

者躺下，将受伤部位垫高，详细检查伤者有无其他伤害，维持呼吸道

畅通，必要时可将衣裤剪开。这时千万不要用水冲洗，用冷水处理可

能会加重全身反应，增加感染机会，要用消毒纱布或干净的布盖在伤

处，保护伤口，并尽快送医院进行治疗。需要提醒的是，这时不要涂

抹任何油膏或药剂。 

比较严重的烧烫伤后，受伤者往往感觉浑身发热、口渴，想喝水。

然而专家提醒，如果烧烫伤部位在面部、头部、颈部、会阴部等，为

防止发生休克可以给伤者喝些淡盐水。但千万不要在短时间内给伤者

喝大量的白开水、矿泉水、饮料或糖水。否则可能会因饮水过多引发

脑水肿或肺水肿等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