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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与传统的切削痂自体中厚皮移植术相比#探讨切削痂人工真皮支架植入术
Q

自体刃厚皮移植术修复特

重烧伤患者手足深度创面的疗效&

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D

年
%

月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烧伤外科收治的有手足深

度创面的特重烧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符合纳入标准的
!B

例患者按手术方法不同分为两组#观察组$

#H

例%在伤后第
H

"

&

天

行四肢深度创面切削痂'生物敷料覆盖
Q

手足创面切削痂'人工真皮支架植入术#伤后第
!#

"

!B

天行手足创面自体刃厚皮移

植术(对照组$

#H

例%在伤后第
H

"

&

天行四肢深度创面切削痂'生物敷料覆盖术#手足深度创面以保痂换药为主#第
!B

"

%D

天

行手足深度创面切削痂自体中厚皮移植术&记录每次手术持续时间'植皮成活情况'皮片坏死的原因'供皮区愈合时间'能否

再次供皮'随访手足瘢痕增生情况&

结果
!

观察组第
#

次手术持续时间$

M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D"R"<&$

%

:;

$

H<#HR"<B$

%#

-

#

"<"D

*(第
!

次手术持续时间$

M

%少于对照组)$

!<##R"<%D

%

:;

$

%<%FR"<HF

%#

-

$

"<""#

*&植皮术后第
B

天打

开换药时#观察组皮片全部成活者占
F&<%&S

$

%&

"

%B

%#创面出现感染者占
!<$%S

$

#

"

%B

%(对照组皮片全部成活者占
&%<$BS

$

!B

"

%B

%#部分成活者占
!%<$BS

$

F

"

%B

%#创面感染者占
!<$%S

$

#

"

%B

%&观察组供皮区愈合时间$

*

%少于对照组)$

$<"&R"<B%

%

:;

$

#H<$HR"<F%

%#

-

$

"<""#

*&经评估观察组可再次供皮者占
&B<D&S

$

##

"

#H

%#对照组可再次供皮者占
#H<!FS

$

!

"

#H

#

-

$

"<"D

%&

随访
#

年#根据温哥华瘢痕量表评分$分%观察组手足瘢痕增生情况好于对照组)$

D<"&R#<!#

%

:;

$

B<"&R#<#H

%#

-

$

"<""#

*&

结论
!

应用人工真皮支架能早期修复特重烧伤手足深度创面#不需额外增添手术操作时间#植皮成活情况及远期活动功能可#对

供皮区损伤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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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重烧伤的早期救治以抢救生命为主#往往难

以兼顾手足深度创面修复#造成后期功能恢复不理

想)

#E!

*

&随着烧伤救治水平提升#对于烧伤患者痊愈

后外观'功能'重新融入社会的追求不断提高#早期

修复特重烧伤患者手足深度创面的研究越来越受重

视)

%

*

&本研究采用切削痂人工真皮支架植入术
Q

自

体刃厚皮移植术修复特重烧伤患者手足深度创面#

探讨人工真皮支架早期修复特重烧伤手足深度创面

的治疗效果&

?

!

资料和方法

#<#

!

纳入与排除标准及患者一般资料
!

纳入标准!

年龄
#B

"

$"

岁#性别不限(诊断为,特重烧伤-!烧伤

总面积
%

D"S

或
#

度烧伤面积
%

!"S

体表面积

$

PZ5'

%#伴手或足部深
$

度
"#

度烧伤&排除脏

器功能衰竭'肢体
%

度烧伤拟行截肢手术'入院
#

个

月内死亡者&选择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烧伤外科

!"#!

年
%

月至
!"#D

年
%

月收治的有手足深度创面

的特重烧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观察组在伤后第

H

"

&

天行四肢深度创面切削痂'生物敷料覆盖
Q

手

足创面切削痂'人工真皮支架植入术$第
#

次手术%#

伤后第
!#

"

!B

天行自体刃厚皮移植术$第
!

次手

术%&对照组在伤后第
H

"

&

天行四肢深度创面切削

痂'生物敷料覆盖术$第
#

次手术%#手足深度创面以

保痂换药为主#第
!B

"

%D

天行切削痂自体中厚皮移

植术$第
!

次手术%&入院谈话时将两种治疗方法详

细介绍给患者及家属#由患者及家属根据可能存在

的风险和优缺点自行决定手术方案#并于术前签署

手术知情同意书&参与研究的患者共
!B

例#手部深

度创面
D"

处#足部深度创面
!$

处#分为两组&观察

组
#H

例#年龄
!!

"

DF

岁#平均$

%H<&FRF<$"

%岁#男

F

例#女
D

例#共计手部深度创面
!$

处$深
$

度
&

处#

#

度
#F

处%#足部深度创面
#!

处$深
$

度
B

处#

#

度

H

处%#烧伤面积$

B#<$HR#%<#H

%

SPZ5'

&对照组

#H

例#年龄
!#

"

D$

岁#平均$

%H<&#RB<F&

%岁#男
B

例#女
$

例#共计手部深度创面
!H

处$深
$

度
B

处#

#

度
#$

处%#足部深度创面
#H

处$深
$

度
F

处#

#

度

D

处%#烧伤面积$

B!<#HR##<&&

%

SPZ5'

&两组患

者年龄'性别'创面深度'烧伤面积'病情轻重等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

!

治疗方法
!

观察组!患者在伤后第
H

"

&

天行

第
#

次手术&全身麻醉后取仰卧位#碘伏消毒手术

区域并常规铺单&其中#深
$

度创面以削痂为主不

用止血带(

#

度创面以切痂为主#肢体近端扎止血

带&手术人员分为两组同时进行#分别负责一侧上

肢及对侧下肢$包括手足深度创面%切削痂&冲洗!

醋酸氯己定溶液及生理盐水反复冲洗术区&清创止

血!深
$

度创面予滚轴取皮刀削去坏死组织#直至创

面基底新鲜#均匀渗血#肾上腺素纱布加压止血
D

"

#",-2

#检查创面#如有出血则电凝结合缝扎彻底止

血(

#

度创面切痂治疗#电刀于坏死痂皮边缘向深部

逐层分离直至深筋膜浅层#沿该解剖层次去除全部

坏死组织#过程中如有出血则电凝止血#肾上腺素纱

布包扎后松开止血带#再次止血&创面覆盖!碘伏双

氧水'生理盐水再次反复冲洗创面#取生理盐水浸泡

过 的 人 工 真 皮 支 架 )

\+32)(

#日 本
X9>[N

VA6APN?

#标准型$

&

型%!

\>ETB!#!"

#

B!,,_

#!",,

#注册号!国食药监械$进%字
!""$

第

%$H!"#F

号*适当剪裁#完整覆盖于清创后手足创

面#皮肤缝合器间断缝合固定&四肢切削痂创面以

生物敷料覆盖并适当固定&内层洗必泰油纱#外层

无菌纱布加压包扎&针对手足创面#术后由
!

名主

治资格以上医师评定术区外敷料渗湿程度'是否异

味'患者体温变化等#确定换药时机#每次换药间隔

约
!

"

H*

#其中第
#

次打开换药时若真皮支架下有

明显血凝块#则予以小心清除&患者伤后第
!#

"

!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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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

李
!

廷#等
<

人工真皮支架早期修复特重烧伤手足深度创面

天行第
!

次手术#术中去除外层硅胶膜#查见内层真

皮支架变为红色湿润状'血管化良好#则予电动取皮

刀)美国
[A66NT

#

""BB!#""$""

#注册号!国食药监

械$进%字
!"#"

第
!DH"H!!

号*切取刃厚皮#制成大

张皮完整覆盖于创面#边缘
H

'

"

针线缝合固定#加

压包扎#直至术后第
B

天打开换药&

对照组!患者伤后第
H

"

&

天行第
#

次手术#手

足深度创面以保痂换药为主#第
!B

"

%D

天行第
!

次

手术&麻醉及创面处理方法同观察组#电动取皮刀

切取中厚皮#完整覆盖创面#边缘以
H

'

"

针线缝合

固定#加压包扎#直至术后第
B

天打开换药&

#<%

!

观察及评价指标
!

记录每次手术持续时间(记

录患者植皮术后第
B

天打开换药时植皮成活情况#

统计皮片部分或全部坏死的原因$皮下积血'感染'

皮片移位等%&记录供皮区愈合时间#并由
!

名主治

资格以上医师评估供皮区是否能够再次供皮&随访

#

年#根据温哥华瘢痕量表评分$

=55

评分%记录手

足瘢痕增生情况)

H

*

&

#<H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55!#<"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根据数据是否满足正态分布及

方差齐性采用
"

检验或方差分析#数据用
&

.R(

形式表

示(计数资料采用
!

!检验或
K-;M+1

确切概率法#统

计描述用率或百分比表示&检验水准$

(

%为
"<"D

&

@

!

结
!

果

观察组第
#

次手术持续时间
%

"

$M

#平均

$

H<D"R"<&$

%

M

(对照组第
#

次手术持续时间
%

"

$

M

#平均$

H<#HR"<B$

%

M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D$

%&观察组第
!

次手术持续时间

#<D

"

!<DM

#平均$

!<##R"<%D

%

M

(对照组第
!

次手

术持续时间
!<D

"

HM

#平均$

%<%FR"<HF

%

M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aB<"!

#

-

$

"<""#

%&

植皮术后第
B

天打开换药时#观察组
%&

处创面

植皮全部成活$

F&<%&S

%#

#

处手部深部创面出现感

染$

!<$%S

%#无皮下积血或皮片移位发生(对照组

!B

处创面植皮全部成活$

&%<$BS

%#

F

处创面因植皮

后发生皮下积血导致皮片未全部成活$

!%<$BS

%#

#

处手部深部创面感染$

!<$%S

%&

观察组供皮区愈合时间
D

"

&*

#平均$

$<"&R

"<B%

%

*

(对照组
#%

"

#$*

#平均$

#H<$HR"<F%

%

*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a!D<&&

#

-

$

"<""#

%&经评估

观察组
##

例可再次供皮$

&B<D&S

#

##

"

#H

%#对照组

!

例可再次供皮$

#H<!FS

#

!

"

#H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随访
#

年#观察组手足瘢痕增生
=55

评分为

%

"

&

分#平均$

D<"&R#<!#

%分(对照组
=55

评分为

&

"

#"

分#平均$

B<"&R#<#H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

-

$

"<""#

%&

典型病例!患者#男#

!$

岁#因,锂盐溶液烧伤全

身多处
H*

伴肿胀'渗液-入院&诊断!烧伤$热碱

液%

FDSPZ5'

$"#

度全身多处(锂盐中毒(中度

吸入性损伤(肺爆震伤(皮肤软组织挫裂伤&入院第

%

天全麻下行,四肢深度创面切削痂'生物敷料覆

盖
Q

右足背削痂人工真皮支架植入术-&手术人员

分为两组同时进行#分别负责一侧上肢及对侧下

肢切削痂#严格止血后#四肢切削痂创面予生物

敷料覆盖#右足背予人工真皮支架覆盖#皮肤缝

合器缝合固定&手术整体耗时
HM

#术后全身创

面定期换药#较浅创面自行愈合#四肢残余创面

分批次行
,++̂

皮或邮票皮植皮封闭#入院第
!D

天行,头部取皮'右足背自体刃厚皮植皮术-#手

术整体耗时
!M

&患者右足背创面植皮术后第
B

天打开换药#所植皮片全部成活#无皮下积血'感

染'皮片移位等情况发生&头部供皮区愈合时间

为
D*

#通过评估可再次供皮&经随访#右足活动

功能可#

=55

评分
%

分&详见图
#

&

图
?

!

人工真皮支架早期修复特重烧伤右足背深度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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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第
%&

卷

B

!

讨
!

论

特重烧伤的救治是一个系统的复杂工程#对于

患者病情变化'治疗决策把握不佳将导致,失之毫

厘#谬以千里-的严重后果&尤其在疾病早期#如何

制定合理的手术治疗方案#在维持全身生命体征平

稳'保证去除坏死组织'封闭巨大创面的同时#兼顾

手足活动功能恢复逐渐成为烧伤外科研究重点之

一)

D

*

&近年来尽早手术封闭手足深度创面有利于功

能康复得到了广泛认可)

$E&

*

&然而#因为存在着手足

部位解剖结构精细'血运丰富与手术操作时间长'术

中出血多的矛盾#特重烧伤早期皮源缺乏与手足部

位手术皮源需求量大的矛盾#以及对切取皮片厚度

严格要求与供皮区损伤重'不易愈合的矛盾#与危重

患者损伤控制理论相悖#使得手术治疗特重烧伤患

者手足深度创面不宜早期开展&目前常采用的治疗

方法是烧伤早期以手足深度创面保痂为主#待患者

病情相对稳定'重要切削痂植皮大手术基本完成#在

伤后
%

"

H

周行切削痂自体中厚皮移植术&不足之

处是手足功能部位长期被焦痂覆盖#局部炎症反应

明显#关节韧带等重要结构暴露不被保护#关节僵硬

形成)

B

*

&

本研究采用伤后第
H

"

&

天行切削痂人工真皮

支架植入术
Q

伤后第
!#

"

!B

天行自体刃厚皮移植

术修复特重烧伤患者手足深度创面#通过分次手术

相对缩短手术时间#减轻手术对患者的打击#患者在

术后出现严重病情变化'甚至危及生命的风险大大

降低&在第
#

次手术时用人工真皮支架覆盖切削痂

后创面#手术操作时间短#术后发生人工真皮支架下

积血等不良情况时可通过换药及时发现并清除#使

得第
!

次植皮手术后很少出现皮下积血#有助于提

高植皮成活率&两次手术间隔
!

"

%

周#有效缓解了

皮源紧缺压力#而且人工真皮植入后#仅需要复合刃

厚皮移植即能取得和中厚皮移植近似的效果#减轻

供皮区损伤#保证供皮区能够更快愈合#甚至可以反

复切取供皮)

FE##

*

&本研究表明特重烧伤患者手足深

度创面能够借助人工真皮支架在早期开展手术治

疗#相比于伤后
#

个月左右行切削痂自体中厚皮移

植术#采用伤后第
H

"

&

天行切削痂人工真皮支架植

入术
Q

伤后第
!#

"

!B

天行自体刃厚皮移植术修复

特重烧伤患者手足深度创面#在保证植皮成活的同

时减轻瘢痕增生#改善关节活动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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