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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观察创面修复生物胶治疗开放性创面的疗效$方法
!

将
",#

例开放性创面患者分为研究组与

对照组!研究组采用创面修复生物胶加无菌纱布覆盖换药!对照组为常规凡士林纱布换药$记录两组患者创面愈合

时间'住院时间和创面大小!以及疗效判断$疗效判断分为治愈'有效'无效$结果
!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8+1

!

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1

!治疗组采用创面修复生物胶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结论
!

对于开放性创面的治疗!创面修复生物胶是一种安全'有效'简便'疗程短的可选择方法!有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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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软组织创面是创伤早期处理后面临的较为棘手的

问题#创面损伤组织出现较多渗出#组织肿胀严重#创面可能呈

不规则状#且多有污染存在等#这类创面处理往往有一定难度)

使用传统方法处理此类创面时#患者较为痛苦,创面愈合时间

长,住院花费高,疤痕形成,影响功能等问题*

"

+

)如何更好地从

人文关怀出发#减轻此类患者在初期及后期处理过程中的痛

苦#缓解患者换药过程中的紧张心理#增加舒适感#减少换药次

数和创面暴露时间#缩短整个住院时间#减少住院费用#提高创

面治愈率等#都是医务人员急需解决的问题)作者在
,#",

年

""

月至
,#"%

年
%

月对本科室收治的皮肤开放性创伤创面患

者使用创面修复生物胶治疗#并与传统治疗方法进行临床对

比#取得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科室收

治的开放性创伤患者
",#

例#其中男
0,

例#女
;0

例(年龄
"/

"

%8

岁(损伤原因!皮肤擦伤
%,

例#皮肤挫伤
,,

例#切割伤
$8

例(创伤大小
,?HW$?H

"

/?HW""?H

#创伤
(&!Z̀

评

分*

"

+均大于或等于
/

分)根据统计学要求将
",#

例患者分为

两组#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8#

例)

$./

!

治疗方法

$./.$

!

研究组
!

患者换药时给予创面修复生物胶$深圳阳光

之路生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规格
,#

克"瓶%)换药方法!

拆开敷料后#先常规消毒皮肤#用
;1

过氧化氢溶液及生理盐

水分别冲洗创面
;

遍#再用聚维酮碘消毒创面周围皮肤(用棉

签擦干创面#薄薄地涂上一层创面修复生物胶#表面用无菌纱

布覆盖后固定)每
"

"

,

天换药
"

次#直到创面肉芽组织呈现

鲜红色,颗粒状#同时无血,脓性分泌物#采用植皮,皮瓣转移等

形式进行创面封闭)浅表或较小$

%

;?H

%创面#可不行上述二

期关闭创面处理#直接通过创面修复生物胶换药$

"

次"
"

"

,5

%

后愈合)

$././

!

对照组
!

消毒与创面清创方法同研究组)在创面清创

完成后#用凡士林纱布或盐水纱布覆盖#表面再用无菌纱布包

裹固定)

$.'

!

疗效判定标准
!

$

"

%治愈!换药后
"

周内疼痛减轻或缩小

至原来的
"

"

,

以上#创面肉芽组织呈鲜红色,颗粒状#肉眼观察

创缘有新生上皮组织生长#创面无渗血及脓性分泌物渗出#可

行二期手术关闭创面(未行二期处理的创面#在
,

周内创面愈

合#或创面痂下愈合#无渗出)有效!换药
"

周后#患者换药时

疼痛明显减轻#创面明显缩小#有肉芽组织生长#但创面经评估

后尚不具备二期处理的条件(换药
,

周后创面达上述二期处理

标准或直接愈合)$

,

%无效!经创面修复生物胶换药
,

周后#患

者疼痛仍严重#创面尚未能达到二期处理的条件#创面渗出较

多#有创面感染证据#如局部分泌物涂片或培养阳性)总有效

率
-

$治愈
g

有效%"总例数
W"##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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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收集两组患者治疗中相关资料#治疗
,

周

后行创面及效果评估#并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基线数据比较
!

研究组与对照组在性别,年龄,

致伤原因,伤后入院时间,创面大小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

见表
"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881

#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1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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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组别
'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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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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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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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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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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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创伤合并皮肤及软组织创面较为常见#多是机体在受

到高能量剪应力作用下#软组织损伤发生牵拉,擦挫#最终导致

皮肤及软组织撕裂,剥脱,擦挫伤等#在此情况下#往往形成开

放性软组织损伤创面)在诸多高能量暴力作用下#软组织损伤

不但呈开放状#且多数创缘不整齐,不规则#形成深浅不一,形

状不等的创面)在这些开放性损伤中#创面及周边软组织肿胀

严重#触痛明显#且多伴有不同程度的污染或出血)因此#这些

开放性创面多有渗血或渗出#在愈合过程中#肉芽组织生长受

到影响#导致创面愈合慢#感染发生率高#瘢痕显著而影响功

能*

,

+

)创面修复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生物学过程#包括最初的局

部炎性反应,细胞增殖分化,肉芽组织形成,组织重建几个阶

段*

;

+

)创面愈合受很多因素影响#选择有效的,促进创面愈合

的药物#局部或全身使用#将有利于减轻疼痛,促进肉芽生长,

预防感染,缩短伤口愈合时间*

$

+

)

创面修复生物胶是通过化学修饰作用#将低等生物$鱿鱼%

软骨中的甲壳素#改成高等生物糖胺多糖#也就是仿人类皮肤

细胞间基质糖胺多糖#后者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

+

)有研究

表明#创面修复生物胶通过对有害菌细胞形成包覆和束缚#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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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细菌的新陈代谢#使其死亡#发挥抗感染作用*

8

+

(对人的表皮

细胞,正常皮肤成纤维细胞及胞外基质的再生有很好的促进作

用#而且能够抑制瘢痕成纤维细胞生长(与常规换药方法比较#

创面修复生物胶因能使血小板聚集#有效修复神经酰胺分子缺

损#达到止血,镇痛的作用(呈凝胶状态#涂在创面上形成一个

湿性环境#也符合现代湿性愈合的理论#有利于创面愈合)因

此#创面修复生物胶在治疗开放性创面中具有安全,有效,护理

简便,治疗时间短等优点#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本研究应用创面修复生物胶的实践表明#相对于传统换药

方法#创面修复生物胶具有如下优点!$

"

%促进创面愈合#缩短

住院时间#研究组患者伤口愈合时间较传统方法换药组创面愈

合时间明显缩短($

,

%使用创面修复生物胶换药时#操作简便,

快捷#符合创面湿性愈合理论与实践#在创面处覆盖后#患者主

观上感觉疼痛明显减轻($

;

%经使用
"

周左右#患者创面肿胀及

渗出等症状得到明显改善#在抗感染,促进创面愈合的同时#患

者的焦虑情绪得以缓解#自信心得以提升($

$

%创面修复生物胶

具有无毒,无刺激,无免疫原性等优点#接受治疗的患者总体舒

适感增强($

%

%在缩短住院时间的同时#也间接地降低了医疗总

费用#减轻了患者家庭与个人的经济负担)

总之#创面修复生物胶应用于开放性皮肤软组织损伤创

面#具有安全,有效,简便易行,无毒副作用等优点#对减轻患者

疼痛,促进创面愈合,缩短住院时间等#均优于传统换药方法#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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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孕产妇血清感染性疾病标志物及
!T*

结果分析

刘
!

影!肖亚雄!彭宇生!龙
!

琴"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8$$###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

"

,#"$

年产科住院患者乙型肝炎病毒"

OU\

#'丙型肝炎病毒

"

O(\

#'梅毒螺旋体"

*)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OS\

#感染现状及肝功能指标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T*

#情况!探讨血

清标志物检测的临床意义$方法
!

对
,#",

"

,#"$

年
8;"8

例产科孕产妇乙肝
%

项'抗
:O(\

'抗
:*)

'抗
:OS\

和

!T*

检测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筛选同期住院的
,##

例血清感染性标志物全为阴性的产科住院患者作为对照组$

结果
!

检出
OU9!

D

阳性
%#%

例"

0.##1

#&抗
:O(\

阳性
";

例"

#.,"1

#&抗
:*)

阳性
",/

例"

,.#$1

#&抗
:OS\

初筛

阳性
%

例"

#.#01

#$

OU9!

D

'抗
:O(\

'抗
:*)

阳性者
!T*

异常率分别为
"%.0$1

'

;0.$81

'

",.$#1

!与对照组

!T*

异常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

年孕产妇乙肝感染率分别为
0.;+1

'

0.",1

'

+.+,1

&梅毒感染率分别为
,.;%1

'

,."+1

'

".0#1

&丙肝感染率分别为
#."$1

'

#.,#1

'

#.,%1

$结论
!

对孕产妇

进行感染性血清标志物检测!阳性患者采取治疗和有效干预措施!对防止母婴垂直传播!降低胎儿宫内感染!提高人

口素质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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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OU\

%,丙型肝炎病毒$

O(\

%,梅毒螺旋体

$

*)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OS\

%感染均可对人体产生极大危

害#且都可经孕产妇垂直传播感染胎儿)另外#当妊娠合并肝

功能异常时#可影响分娩结局*

"

+

)为了解宜宾地区孕产妇

OU\

,

O(\

,

*)

及
OS\

感染及其肝功能状况#有效阻断母婴

传播#建立有效的预防保健措施#作者对本院产科
,#",

年
"

月

至
,#"$

年
",

月
8;"8

例孕产妇进行以上
$

种传染性疾病血清

标志物及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T*

%检测结果回顾性分析#现

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回顾性分析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

院产科住院孕产妇共
8;"8

例#年龄
"+

"

$"

岁#抽取肘静脉血

约
%HT

#分离血清后#

,$A

内进行检测)

$./

!

仪器与试剂
!

乙肝
%

项试剂购自苏州新波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抗
:O(\

,抗
:*)

和抗
:OS\

试剂均购自北京万泰生物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质控品均购自康彻斯坦生物#采用新波

2̀Z:US'

时间分辨荧光分析仪#深圳迈瑞
ZV:",!

型洗板

机#

Z4C@>9_B7Zc;:

型酶标仪(

!T*

试剂采购自四川迈克#质

控品购自伯乐#检测仪器为日立
+8##

)试剂及质控品均在有

效期内使用)

$.'

!

检测方法
!

乙肝
%

项采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抗
:

O(\

,抗
:*)

,抗
:OS\

检测均采用
]TS̀!

(

!T*

采用速率法)

$.1

!

结果判断
!

乙肝
%

项中
OU9!

D'

#.,7

D

"

HT

为阳性#

%

#.,7

D

"

HT

为阴性)抗
:O(\

,抗
:*)

和抗
:OS\

检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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