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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治疗结合
'S

液体敷料对老年浸渍性皮炎的疗效观察

刘达程!余晓云#

!周
!

平

"重庆市中医院护理部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光子治疗结合
'S

液体敷料对老年浸渍性皮炎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

采用方便抽样

法选取某三甲医院老年浸渍性皮炎患者
%6

例!采用电脑选号方式随机分成研究组"

')

例%和对照组"

''

例%&

对照组患者采用抗菌喷雾联合
'S

液体敷料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结合
!:;D:?<7D36%N

光子治疗仪行辅

助光子治疗&对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各时期症状进行评分!对
#

个疗程"

5B

%后的疗效及治愈率进行比较&

结果
!

研究组在治疗
'

'

)

'

5B

后症状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个疗程"

5B

%后研究组

和对照组治愈率分别为
#**(**R

'

5)(6*R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光子治疗结合
'S

液体敷料

对老年浸渍性皮炎的疗效优于传统方法!可在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光子治疗$

!

'S

敷料$

!

老年浸渍性皮炎

中图法分类号"

+$5'()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5&34$))

"

&*#6

%

#&3#6&)3*'

!!

浸渍性皮炎学术界尚无统一定义#国外与之相关

的术语有潮湿相关性皮肤损伤'

#

(

)根据其发生条件

及病因分为!失禁相关性皮炎+汗液所致皮肤褶皱浸

渍+造口潮湿相关性皮炎+创口潮湿相关性皮炎等)

国内学者将其定义为浸渍性皮炎#认为患者皮肤长时

间暴露于汗液+尿液+粪便+伤口+造口渗出物等导致

皮肤外形变白+起皱等使皮肤质地变软#易于被撕裂#

引起继发性损伤和炎性反应'

&

(

)临床上以暴露于大

小便中的皮肤浸渍最常见#称之为大小便失禁性浸渍

及失禁性皮炎$

P-"

&)除此之外#汗液+伤口渗出液+

造瘘口排泄物等均可能引起浸渍性皮炎)

0OPbb

等'

'

(最早对
)4))6

例家庭照护的患者进行调查发现#

)4(6R

的患者存在失禁问题)

T̂ V̀ PV

等'

$

(的研究

显示#大小便失禁患者中有
&#()R

会发生
P-"

)

P-"

的发病率约为
)(%R

(

)*(*R

'

)

(

)徐晶晶等'

%

(调查显

示#

P-"

患病率为
#$(*R

)老年患者由于自身免疫力

降低#机体退行性改变#以及疾病因素等使其更容易

受到皮肤浸渍的困扰#生活质量降低的同时增加了家

属和陪护人员的照护负担)长期不愈其发生压疮的

风险大大增加#容易形成难治性压疮)李绍华等'

5

(调

查发现#有
&)(5R

的老年患者有
P-"

的风险)本研

究就这一常见浸渍性皮炎111大小便失禁引起的皮

肤浸渍#对
%6

例老年患者进行随机对照试验#拟探索

一种安全+经济+实用的方法治疗老年患者因大小便

*

)&6#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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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禁导致的皮肤浸渍#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某三甲医院老

年科
&*#%

年
)

月至
&*#5

年
&

月因大小便失禁发生浸

渍性皮炎的老年患者
%6

例作为研究对象#征得患者

及家属知情同意后采用电脑选号法随机分为研究组

$

-

组&

')

例及对照组$

0

组&

''

例)

-

组男
#4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5&('#f)()&

&岁%

0

组男
#)

例#女
#6

例#平均年龄$

5'(#%f5(*#

&岁)

-

+

0

两组患者的性

别+年龄+病情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

&#具有可比性)

$(/

!

纳入和排除标准

$(/($

!

纳入标准
!

年龄
%

%*

岁#性别不限#因大小便

失禁发生浸渍性皮炎即
P-"

%有感知能力#能配合

治疗)

$(/(/

!

排除标准
!

年龄
$

%*

岁者%对红光+

'S

液体

敷料过敏者%精神行为异常者%严重心肺或其他疾病

患者)

$('

!

方法

$('($

!

对照组
!

采用局部抗菌喷雾洁悠神$南京神

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制造#国药准字
&*#)'%$*6*5

&结

合
'S

液体敷料$

'S 1A:9?@!:;A-FADGA

#

Q?(.:G9(

S<DDAE7?:

#

))#$$

#由
Q̂-

公 司 生 产#国 械 注 进

&*#$&%$%*&$

&治疗)首先由经过专业培训的临床护

士用软毛巾蘸湿温开水$温度
$

$*Y

为宜#以免烫伤&

清洗患者肛周皮肤#注意手法轻柔$攒拭的方式&避免

擦伤患者皮肤)其次用干软毛巾攒干患者肛周皮肤

后#距离患处
#)8H

喷洒洁悠神#根据患者局部浸渍

面积大小#超过浸渍面积边缘
#

(

&8H

以全覆盖患

处#以药物不流下为准#

#

次"天)待干后用
'S

液体

敷料以同样的方法喷洒于患处形成保护膜$覆盖面积

略大于前者&#

#

次"天)

$('(/

!

研究组
!

在对照组基础上配合使用
!:;D:3

?<7D36%N

光子治疗仪行辅助红光照射患处$注意保护

患者隐私及保暖&#

'

次"天#早+中+晚各
#

次#每次
#)

H<D

#光源距离照射部位
#*8H

$操作时可以操作者拳

头作为参照&#输出光功率密度为
)*H/

"

8H

&

#光接

收剂量$

HT

"

8H

&

&

_

光功率密度$

H/

"

8H

&

&

k

时间

$

E

&)治疗周期以
5B

为
#

个疗程#未痊愈者进行第
&

个疗程的治疗)

$(1

!

疗效评价指标
!

参照由王春雨等'

6

(汉化的量表

,失禁性皮炎皮肤损伤评估量表的汉化及信度+效度

评价-#从肛周+臀裂+左上臀+右上臀+左下臀+右下

臀+左大腿后侧+右大腿后侧+外生殖器+下腹部"耻骨

上+左腹股沟+右腹股沟+左大腿内侧+右大腿内侧
#$

个条目评估患者皮肤情况)$

*

分为无
P-"

#

#

分为粉

色#

&

分为红色#

'

分为红疹#

$

分为皮肤丢失&#总分

*

(

)%

分#分值越高#表明局部皮肤损伤越严重)比较

-

组和
0

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
#

+

'

+

)

+

5B

皮损评

分)疗效评价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

4

(

疗效评定标准)症状评分减少率
_

$治疗前评分
X

治

疗评分&"治疗前评分
k#**R

)症状评分减少率为痊

愈!

&

64R

%明显疗效!

&

)4R

(

64R

%有疗效!

&*R

(

)4R

%无疗效!

$

&*R

)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QQ&*(*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处理#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Lf@

表

示#采用
9

检验#非正态分布+方差不齐的计量资料采

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采用
!

&

检验)检验水准
)

_*(*)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
#

+

'

+

)B

皮损评分比

较
!

见表
#

)由表
#

可见#

-

+

0

两组患者治疗后
'

+

)B

皮损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患

者治疗后
5B

皮损评分数据因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秩

和检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_X&(6)$

#

!_

*(**$

&)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
#

#

'

#

)

#

5B

皮损评分比较$

Lf@

&分%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后
#B

治疗后
'B

治疗后
)B

-

组
') '#(&*f%(5) &5(*)f%($* #6(66f$(6' #*('5f'($)

0

组
'' '#(56f5('4 &5(#)f%(54

&#()#f)(##

"

#'($6f$(56

"

9

"

7 X*('$& X*(*)4 X&(#54 X'(*4*

! *(5'' *(4)' *(*'' *(**'

!!

注!与
-

组比较#

"

!

$

*(*)

/(/

!

两组患者治疗
#

个疗程$

5B

&后疗效比较
!

见表

&

)由表
&

可见#

-

组痊愈率为
#**(*R

#

0

组为

5)(6R

#两组患者治疗
#

个疗程$

5B

&后痊愈率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_5($&'

#

!

$

*(*)

&)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
#

个疗程$

5B

%后疗效比较(

'

$

R

%)

组别
'

痊愈 明显有效 有效

-

组
')

')

$

#**(*

&

"

*

$

*(*

&

*

$

*(*

&

0

组
'' &)

$

5)(6

&

)

$

#)(&

&

'

$

4(*

&

!!

注!与
0

组比较#

"

!

$

*(*)

'

!

讨
!!

论

'($

!

皮肤浸渍治疗原则及
'S

膜的保护作用
!

目前

临床对皮肤浸渍多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治疗以摆

脱潮湿刺激+局部抗菌药物+润肤乳+

'S

液体敷料等

联合治疗'

%

#

#*

(

)目前临床对于
P-"

的防治达成了这

样一个共识#即应该采取组合性护理方案#包括!移除

皮肤刺激物并且让皮肤远离刺激性物质%使用器械或

产品让皮肤脱离潮湿环境%预防继发性皮肤感染%控

制或转移引起皮肤潮湿的原因#以及皮肤保护剂的使

*

%&6#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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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3#&

(

)本研究应用该原则#首先清洁皮肤#使其脱

离潮湿环境及局部体液刺激)再通过抗菌喷雾洁悠

神在肛周局部使用#有效控制局部皮肤感染#预防继

发感染)而
'S

液体敷料喷于皮肤表面则形成一个

透明保护膜#可阻断大小便与皮肤接触#从而隔离大

小便对皮肤的浸渍%同时
'S

保护膜能锁住皮肤水

分#减少皮肤水分
$)R

的流失#避免了细胞受化学刺

激脱水#从而促进了细胞愈合#起到保湿作用'

#*

(

%再次

'S

保护膜表面光滑#可减少对皮肤的摩擦#减少皮肤

表面受损的风险)

'S

液体敷料从隔离+保湿+保护方

面对治疗浸渍性皮炎有积极效果#这也是其普遍用于

临床的原因)

'(/

!

光子治疗用于浸渍性皮炎的作用
!

光子治疗是

利用光化学反应作用于机体产生积极治疗效果的新

型治疗方法)国内近几年将此方法普遍用于临床烧

伤+压疮+皮肤溃疡等治疗#其抗炎+止痛+促进伤口愈

合的功效得到临床认可#并在临床推广使用'

#'3#$

(

)国

外也有将电子光能用于造口潮湿相关性皮炎的类似

研究'

#)

(

)首先#浸渍性皮炎的产生是由于周围组织受

到长时间异常外源刺激使组织脱水+坏死产生炎性反

应)当光子治疗仪照射于患者皮肤#产生波长为

%#*

(

55*DH

可见红光$光子&#能激活人体免疫系

统#增加白细胞吞噬能力及巨噬细胞中脂酶水平#从

而达到控制炎性反应#预防感染的效果)其次#光子

照射在患者局部时可降低炎性反应部位的
)3

羟色胺

水平#从而减轻疼痛#红光温热的效果也会增强患者

的舒适度)再次#被照射的局部组织可降解红细胞表

面类脂层#恢复红细胞膜电位#使血管通透性得到改

善#血流加速#微血管开放#周围组织得到更多营养#

有利于改善浸渍皮肤周围的供血情况)与此同时#局

部新陈代谢增加了细胞活性#促进了内皮细胞及成纤

维细胞的增殖#从而促进了肉芽组织的生长及表皮修

复)这对于浸渍性皮炎患者的皮肤损伤有积极效果)

最后#光子治疗仪的温度探头可保证组织局部的温度

不超过
$*Y

#而不至于由于温度过高而使组织细胞脱

水#这与临床所提倡的.湿性愈合理论/相符#同时也

避免了由于老年患者因神经敏感性降低而被烫伤)

'('

!

本研究的创新及实践意义
!

本研究初次采用

&*#%

年王春雨等'

6

(汉化的量表,失禁性皮炎皮肤损伤

评估量表的汉化及信度+效度评价-进行资料收集)

对
-

+

0

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各个时期皮肤情况进

行症状评分#更加具体地量化了观察结果#避免了主

观因素的影响#数据更具科学性)由表
#

可以看出#

在治疗
'B

后
-

+

0

两组患者症状评分有明显差异#治

疗效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
#

个疗程

$

5B

&后#

-

组患者痊愈率达
#**(*R

#

0

组治愈率为

5)(6R

#

-

+

0

两组患者痊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而
#

个疗程$

5B

&后
0

组仍有
6

例未痊

愈#其中
)

例为显效#

'

例为有效)该
)

例显效患者中

'

例病情好转出院#出院带洁悠神与
'S

液体敷料继

续外用治疗#后电话随访患者
$

(

)B

后痊愈%另
&

例

显效患者改为接受光子辅助治疗
&B

后痊愈)

'

例有

效患者改接受光子辅助治疗
&

例
'B

后痊愈#

#

例
'()

B

后痊愈)

本研究初次将光子治疗的方法应用于浸渍性皮

炎#结合目前临床所用的方法取得积极的效果#其无

创+安全+经济及实用性使其易于被老年患者接受#并

且实施起来简单+方便#减轻临床工作人员工作量#节

约了医疗资源#对大小便失禁所引起的皮肤浸渍起到

积极的效果#可尝试在临床推广应用)对于其他如汗

液+创口+造瘘口潮湿引起的浸渍性皮炎是否有同样

的疗效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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