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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关系'

`

(

$

脑与神经疾病杂志#

"&!%

#

""

*

"

+!

!&:=!!#$

'

'

( 耿伏生
$

人
R!&&

!

蛋白性能评价及其在急性脑血管病中

的诊断价值'

`

(

$

国际医药卫生导报#

"&!;

#

"!

*

"#

+!

#%:#=

#%:;$

'

T

( 毛星星#徐文波#张兴峰
$

健康成人血清超敏
)

反应蛋白

的分布及正常参考值'

`

(

$

医疗装备#

"&!#

#

"<

*

!&

+!

"!=""$

'

:

( 刘卫芳#王银彩#马文静#等
$

急性脑梗死血清
R!&&

!

&

8̂=0

的变化意义'

`

(

$

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

"&!"

#

!;

*

;

+!

":=

#!$

'

!&

(赵焱#彭翔
$

外伤性脑血肿患者血清中
UX/

和
R!&&

!

蛋

白变化及临床意义'

`

(

$

中国实验诊断学#

"&!"

#

!<

*

!&

+!

!T!#=!T!;$

'

!!

(

P̂)SU99̂ /

#

)Q*5̂2Q 5

#

XU8QRQ P )

#

BC+L$9EB

R!&&

!

G

,>CB?@?@I?>L>

D

?K+LHLJ?O7

!

1>,BCE+@+L?HBL>@

D

I?>=

1+MB,>HI,+?@O?7C,B77

'

`

(

$̀ 2BJ,>KEB1

#

"&!"

#

!"&

*

<

+!

<%%=<;:$

'

!"

(袁培铎
$

淀粉样蛋白
3

&白介素
=!T

&超敏
)

反应蛋白水平

改变在进展性脑梗死中的意义'

`

(

$

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

志#

"&!%

#

!'

*

<

+!

T&=T!$

*收稿日期!

"&!:=&!=!T

!!

修回日期!

"&!:=&%=&<

+

!临床探讨!

!"#

!

$%&'()(

"

*

&+,,-&$)./0(122&/%$(&$.&%/.

复合皮移植术对大面积烧伤患者血管紧张素
*

'

)6%<

及

炎症因子水平及愈合的影响"

陈志兵!

!周建文"

!王
!

晓!

!瓦庆彪!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

医疗美容科"

"$

烧伤整形科!四川成都
<!&&!'

!!

摘
!

要"目的
!

观察复合皮移植术对大面积烧伤患者血管紧张素
*

(重组蛋白
%<

&

)6%<

'及炎症因子水平

及愈合情况的影响$方法
!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该院接诊的
<&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各
#&

例!分别采取复合皮移植修复(中厚皮片移植修复$比较两组患者植皮总有效率(创面愈合时间(术后
#

个月疤痕形成情况评分!比较两组患者术前(术后
#

周血清生化指标*血管紧张素
*

(

)6%<

(

8̂="

(

8̂=<

(

&

=

干扰素

&

/̂2=

&

'+变化情况$结果
!

试验组患者植皮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E

$

&$&;

'"试验组患者术后
#

个月瘢痕柔软

度(血管情况(色素情况(高度评分及创面愈合时间均明显小于对照组&均
E

$

&$&;

'"术后
#

周!试验组血清血管

紧张素
*

(

)6%<

水平均较术前下降&

E

均
$

&$&;

'!试验组明显低于对照组&

E

均
$

&$&;

'"对照组血清
8̂="

(

8̂=

<

(

/̂2=

&

水平较术前无显著变化&

E

%

&$&;

'!试验组
8̂="

(

/̂2=

&

水平明显高于术前&

E

均
$

&$&;

'!

8̂=<

水平明

显低于术前&

E

$

&$&;

'$结论
!

大面积烧伤患者实施复合皮移植可降低血管紧张素
*

(

)6%<

水平!减轻炎性反

应!促进创面愈合$

关键词"复合皮移植术"

!

大面积烧伤"

!

血管紧张素
*

"

!

重组蛋白
%<

"

!

炎症因子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3

文章编号"

!<'"=:%;;

&

"&!:

'

!'=";!#=&#

!!

大面积烧伤通常病情严重#且并发症较多#甚至

可能威胁患者生命安全%烧伤后的皮肤缺损不仅影

响皮肤再生系统#还可能造成全身器官的病理生理变

化#为创面修复及功能重建带来更大难度'

!

(

%皮肤真

皮组织可有助于维持皮肤软组织功能&形态#烧伤真

皮缺损则需予以植皮修复#然而大面积烧伤患者自身

皮源有限#扩展移植可能为供皮区带来严重的瘢

痕'

"

(

%复合皮是一种新型皮肤替代物#近年来逐渐应

用于创面修复#本研究将其应用于大面积烧伤患者创

面修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

年
T

月

至
"&!T

年
T

月本院收治的大面积烧伤患者
<&

例分

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

例%纳入标准!*

!

+临

床确诊为深
*

度或
)

度烧伤且皮肤缺损面积大于

#&[

者$*

"

+经抢救存活#精神正常#可配合完成治疗

者$*

#

+对本研究知情同意者%排除标准!*

!

+存在严

重的内科基础疾病者$*

"

+内分泌障碍&全身感染&凝血

功能异常者$*

#

+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两组患者入院

时性别&年龄&皮肤缺损面积等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E

%

&$&;

+#具有可比性#见表
!

%

$$/

!

方法
!

两组患者均予以常规补液&尿量监测等

抗休克治疗#休克期过后#在伤后
#

'

;O

给予创面切

削痂术%对照组患者实施中厚皮片植皮术#试验组采

用复合皮移植修复创面!采用聚维酮碘&

#[S

"

Q

"

&

&$:[2+)L

注射液将削痂后的创面充分清洁$采用生

理盐水将异体脱细胞真皮基质反复冲洗#根据创面大

小#将准备好的复合皮#真皮乳头层朝上#紧密贴附在

创面上#并与创面边缘缝合#复合皮边缘与创面边缘

固定$无菌棉垫外敷#并用弹力绷带加压包扎外固定$

术后
"O

更换敷料#之后每隔
"

'

#O

换药观察肉芽生

长情况$给予广谱抗生素预防感染%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8+IPBO)L?@

!

RB

G

CB1IB,"&!:

!

5>L$!<

!

2>$!'

"

基金项目"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课题*

!<(̀&#<

+%



表
!

!!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f#&

$

组别
性别'

%

*

[

+(

男 女

年龄

*

G]<

#岁+

皮肤缺损

面积*

G]<

#

[

+

试验组
!:

*

<#$##

+

!!

*

#<$<'

+

%T$"']#$<: #T$;T]!#$#%

对照组
""

*

'#$##

+

T

*

"<$<'

+

%'$<#]#$!" %&$#"]!"$'<

!

"

"

4 &$<:# &$'"; &$;!<

E &$%&; &$%'! &$<&T

$$'

!

指标检测
!

抽取患者外周静脉血#离心后留取

上清液#采用
U8̂R3

检测血清血管紧张素
*

&

)6%<

&

8̂="

&

8̂=<

&

&

=

干扰素*

/̂2=

&

+水平%

$$1

!

评估标准

$$1$$

!

疗效评估'

#

(

!

术后
#

周#采用治疗指数评估

植皮疗效#治疗指数
f

*术前面积
\

术后面积+"术前

面积
i!&&[

%治疗指数
%

T:[

记为临床治愈$治疗

指数
%

;:[

'

T:[

为显效$治疗指数
"&[

'

;:[

为改

善$治疗指数
$

"&[

为无效%总有效率
f

*痊愈例

数
g

显效例数
g

改善例数+"总例数
i!&&[

%

$$1$/

!

瘢痕形成情况评分'

%

(

!

术后
#

个月#对两组

患者瘢痕形成情况进行评分#评分项目包括柔软度&

血管情况&色素情况&高度
%

个维度%其中!柔软度
&

分为正常#

!

分为较柔软#

"

分为能弯曲#

#

分为较硬#

%

分为条索状#

;

分为挛缩$血管情况
&

分为正常#

!

分

为粉红色#

"

分为红色#

#

分为紫红色$色素情况
&

分

为正常#

!

分为色素减退#

"

分为混合#

#

分为色素沉

着$高度
&

分为平坦#

"

分为
$

"11

#

"

分为
"

'

%

11

#

#

分为
%

;11

%

$$2

!

观察指标
!

比较两组患者植皮总有效率#记录

两组患者创面愈合时间&术后
#

个月疤痕形成情况评

分#比较两组患者术前&术后
#

周血清血管紧张素
*

&

)6%<

&

8̂="

&

8̂=<

&

/̂2=

&

变化情况%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R(RR!'$&

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
!

" 检验#计

量资料以
G]<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4

检验#以
E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植皮有效率比较
!

试验组患者植皮总有效

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见

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植皮有效率比较%

%

#

[

$(

%f#&

&

组别 痊愈 显效 改善 无效 总有效情况

试验组
"!

*

'&$&&

+

;

*

!<$<'

+

"

*

<$<'

+

"

*

<$<'

+

"T

*

:#$##

+

对照组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 :$:#"

E &$&&& &$&&"

表
#

!!

两组患者创面愈合及瘢痕情况比较#

G]<

(

%f#&

$

组别
术后

#

个月瘢痕情况*分+

柔软度 血管情况 色素情况 高度
创面愈合时间*

O

+

试验组
&$:;]&$"T &$'#]&$<T &$<<]&$#! &$%"]&$## !'$""];$:!

对照组
!$'"]&$:# !$;<]!$"# !$%#]!$!" &$:;]&$<% ":$T#]<$:"

4 %$#%" #$"#; #$<": %$&#! '$;:&

E

$

&$&&! &$&&" &$&&!

$

&$&&!

$

&$&&!

表
%

!!

两组患者血清生化指标水平比较#

G]<

(

%f#&

$

组别 时间
血管紧张素

*

*

GD

"

18

+

)6%<

*

GD

"

18

+

8̂="

*

@

D

"

8

+

8̂=<

*

@

D

"

8

+

/̂2=

&

*

@

D

"

8

+

试验组 术前
!%$<:]"$%" !:$#']"$<: "!$!:];$T' "";$'!]<!$<% ;%#$%T]!&&$#T

术后
#

周
<$";]!$#! <$&"]!$;# #<$:']%$## !T"$":];&$"< <':$#T]!!%$%%

4 "%$'T' #%$<;% !<$:%' %$";! <$:#&

E

$

&$&&!

$

&$&&!

$

&$&&!

$

&$&&!

$

&$&&!

对照组 术前
!%$'#]"$"' !:$%;]"$:' "!$"<];$T! ""%$'#];%$'" ;;#$T!]:T$"#

术后
#

周
:$#%]"$!T !&$%#]"$<; ""$;T]"$%T "!<$T<];&$%T ;T:$!:]!&&$"#

4 !#$"<T !'$;T" !$'%% &$T"& !$:;#

E

$

&$&&!

$

&$&&! &$&T' &$%!< &$&;<

4

组间
<$<;; '$T:% !;$':; "$<;T #$"%'

E

组间
$

&$&&!

$

&$&&!

$

&$&&!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8+IPBO)L?@

!

RB

G

CB1IB,"&!:

!

5>L$!<

!

2>$!'



/$/

!

两组患者创面愈合及瘢痕情况比较
!

试验组患

者术后
#

个月瘢痕柔软度&血管情况&色素情况&高度

评分及创面愈合时间均明显小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均
E

$

&$&;

+%见表
#

%

/$'

!

两组患者血清生化指标比较
!

术后
#

周#试验

组血清血管紧张素
*

&

)6%<

水平均较术前下降*均

E

$

&$&;

+#试验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均
E

$

&$&;

+$对

照组血清
8̂="

&

8̂=<

&

/̂2=

&

水平较术前无显著变化

*

E

%

&$&;

+#试验组
8̂="

&

/̂2=

&

水平明显高于术前

*均
E

$

&$&;

+#

8̂=<

水平明显低于术前*

E

$

&$&;

+%

见表
%

%

'

!

讨
!!

论

!!

大面积烧伤后的皮肤大面积缺损可影响皮肤的

再生系统#增大创面修复及功能重建难度#并且使患

者器官发生病理生理改变#导致一系列并发症#甚至

对患者生命造成威胁'

;

(

%烧伤后需要及时对患者实

施植皮修复#以恢复其真皮组织#重建皮肤软组织功

能和形态'

<

(

%

由于大面积烧伤患者皮肤缺损创面较大#仅有较

小范围的正常皮肤可用于取皮#因而易造成供皮区及

创面瘢痕增生#为治疗增加许多难度%临床应用较为

广泛的网状植皮&混合植皮可解决自体皮源头缺乏的

难题#但由于其质地脆弱&易磨损#植皮后有很大概率

出现功能障碍#且据相关研究显示#真皮成分缺乏是

造成其植皮后出现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

'=T

(

%由异体

真皮基质以及自体表皮共同构成的复合皮是一种新

型的皮肤替代物#其中
=̀!

型异体脱细胞真皮基质将

皮肤附件去除#并脱去供体皮肤中真皮成纤维细胞与

表皮角朊细胞#将细胞外基质框架结构保留下来#凭

借基底与创源成纤维细胞进入真皮基质#构成血管#

重建真皮组织'

:

(

%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植皮

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且术后
#

个月瘢痕柔软度&血

管情况&色素情况&高度评分#以及创面愈合时间均明

显小于对照组#提示对大面积烧伤患者实施复合皮移

植术可提高植皮有效率#促进创面愈合#改善瘢痕

情况%

血管紧张素
*

是肾素
=

血管紧张素系统中的重要

激素#具有刺激血管收缩#增加肾上腺皮质分泌醛固

酮作用%在创伤形成时#血管紧张素
*

可促进血管与

创伤修复#收缩血管#诱导炎症因子释放#促进纤维化

形成%

)6%<

作为补体调节蛋白的一种#可抑制补体

激活#也可作为
9

细胞共刺激分子#在
9

细胞活化过

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补体主要在机体体液调节中发

挥作用#对先天性免疫与获得性免疫均具有调节作

用'

!

(

%且有研究表明#

)6%<

可参与移植免疫应答的

调控#引发免疫耐受'

!&

(

%

8̂=<

是一种促炎因子#可刺

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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