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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创面修复技术的进展

陈 永

烧伤治疗的根本目的是挽救患者的生命和修复

烧伤创面，尽可能减少深度烧伤创面愈合后的瘢痕

增生和挛缩，进一步提高烧伤患者的生活质量，最大

程度地减轻家庭、社会的负担。当然，这也是烧伤工

作者所追求的理想和愿望。近年，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烧伤创面修复技术也取得了快速发展。

一、烧伤创面治疗的历史进程回顾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在两千多年前我国晋代葛

洪的《肘后备急方》著作中就有使用中草药治疗烧伤

创面的记载，西方医学从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著作

中也早已对烧伤治疗作了记载［%］。可是这些方法只

能救治一些小范围的烧伤，对于伤情复杂和紧急而

严重的烧伤病来说，一直没有较理想的治疗方法和

药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在布鲁克建

立了专门研究治疗烧伤的队伍，相继成功地将创伤

皮肤移植技术用于治疗烧伤创面，并初步发现了烧

伤治疗全身性的基本发病规律，从而第一次成功地

治愈烧伤总面积 &#’的病人，使烧伤医学有了较系

统性外科治疗的雏形。到 $# 世纪 !# ( )# 年代，主

要发达国家的基础医学专家也纷纷加入到烧伤医学

的研究潮流中，为临床医疗提供了大量的实验研究

数据，使当时烧伤疾病的临床治疗上屡屡获得进步，

突破了烧伤总面积达 *#’的烧伤病人难以救治成

活的医疗上限，从而在世界医学领域中也形成了较

为系统的烧伤外科治疗体系。在全身系统配合治疗

上，找出了根据烧伤创面的外科处理而产生的发病

规律，总结归纳了休克期补液公式和相继进行的营

养支持及抗感染治疗方案。我国于 !# 年代后期从

国外引进了这项技术的。后来，美国人在外科手术

的基础上，利用自体复合皮成功地治疗了大面积烧

伤病人，在自体皮移植上又前进了一步，但这些技术

都不是从根本上治疗烧伤组织的方法。%*+) 年，我

国学者徐荣祥发明的烧伤湿性医疗技术，把烧伤治

疗带入了一个新的领域，终于在原位干细胞的研究

方面取得突破，为烧伤创面修复带来了美好的未来。

二、西方学术在烧伤创面修复方面的进展

!# 年代后期及 )# 年代初期，我国从西方引进

烧伤创面治疗技术，并在临床上得到很好的开展应

用。该项技术要求烧伤病房为消毒隔离病房，采用

无菌消毒技术结合抱扎或干燥暴露疗法处理创面，

创面用药以磺胺嘧啶银为代表，对于 ,,, 度烧伤创面

则可使用 $’ ( &’的碘酊涂擦，以达到预防减少创

面感染的目的，,, 度创面可望痂下愈合修复创面，疗

程约需 $ 周 ( " 周，,,, 度创面则在溶痂后清除肉芽

植皮而修复创面，疗程约需 " 周 ( %# 周，但是，由于

皮源少，对于大面积深度烧伤（-./0 1 ,,,。）2! 1 !#’）

患者的救治难度仍很大，%*!+ 年上海瑞金医院在外

国专家的指导下获得了大面积烧伤救治的成功［$］，

首先引进开展深度烧伤切（削）痂异体（异种）皮 3 自

体微粒皮或邮票皮混合移植手术，并成功救治了

-./0 4 *#’的患者。在开展应用该项技术的同时，

我们发现了新的问题，由于自体皮源少，异体皮、异

种皮等虽然能临时覆盖切痂后的创面，但效果并不

理想，大面积深度烧伤的救治难度仍较大。+# 年代

开始，应用组织工程技术制成细胞外基质，在体外或

体内进行上皮细胞培养形成一种新的人工皮肤，成

为国内外研究者关注的热门课题［&］。%*2! 年 56789:
;<=>［"］和 ?@779［!］首次报道人体上皮细胞在体外培

养获得成功。其后，体外培养的自体上皮细胞膜片

作为一种永久性的生物覆盖物被应用于烧伤创面，

%*+% 年 A!BC997@［)］首次应用移植培养上皮细胞膜片

修复 $ 例烧伤病人较小创面获得成功，%*+" 年 ?<==8:
DC［2］使用约 !#’体表面积的培养自体表皮片移植，

成功救治了两例烧伤总面积 *!’ 深度烧伤儿童。

但是，体外培养的细胞膜片系单纯的上皮成分，缺乏

真皮组织，不具备真皮的皮肤结构和功能，愈合后的

创面也是脆性大、不耐磨、不抗压、易破损，愈合后的

创面 瘢 痕 增 生 严 重，挛 缩 明 显，功 能 差。%*+! 年

BEC9C［*］等再次复兴了，他 %*%& 年 FC7;7［+］提出的真

皮移植术，借助体外培养的单层表皮细胞，覆盖于去

除表皮层的异体真皮表面；%*+2 年 BEC9C 用液氮保

存的异体真皮植于烧伤后新鲜切痂创面，但是排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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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使异体真皮移植成功率很底，临床效果难以肯

定，而且自体表皮细胞培养周期长、价格昂贵，尚难

以推广［!］。"##$ 年 %&’( %)’*+,［"-］报告无细胞的同

种真皮 . 网状自体薄皮移植成功。"##/ 年，北京积

水潭医院孙永华［""］采用异体脱细胞真皮 . 自体薄

皮片移植并应用于临床，移植修复深度烧伤和瘢痕

切除松解后创面，达到自体中厚皮移植的效果。但

是，异体皮皮源相对较少且较昂贵。"##0 年，广东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冯祥生［"1］用 $-2* 左右的健康

白色小猪，活杀后取下 - 3! 44 5 -3 $44 厚度的断层

皮片，用洗必泰溶液消毒后在无菌条件下浸入高渗

盐水中 16+，轻轻撕去表皮，戊二醛交联后，以含胰

蛋白酶为主要材料的脱细胞液脱去细胞而研制出了

异种（猪）脱细胞真皮，采用二步法行异种（猪）脱细

胞真皮与自体表皮复合移植，成活率达 #-7，且愈

后创面平整、光滑、柔软、功能良好，从而在临床中寻

找到了一种廉价的较理想的材料。#- 年代以来，国

内外创伤外科开展应用各种生长因子修复创面的实

验研究和临床应用观察，取得令人震奋的结果。生

长因子可通过趋化性、促细胞分裂来刺激各种细胞

及血管生长，控制细胞外基质的生成及降解等机制

促进创面的愈合。已知涉及创面修复的生长因子有

四种：［"!。"6］血小板衍化生长因子（89:;），成纤维细

胞生长因子（;:;），转化生长因子<!（=:;<!）和表皮

生长因子（>:;）。重组人生长激素（"+:?）对创面修

复亦有一定的效果，最近有人又证明，病人在应激状

态时使用 )+:? 后能有效地减少氮丢失［"$］。许多研

究表明［"/］，"+:; 具有强大的合成代谢效应，能增加

蛋白质合成，减少脂肪分解，促进创面愈合。但应指

出，单一生长因子局部外用并非产生理想的生理性

愈合，因为愈后创面瘢痕增生明显。

三、中西医结合技术在烧伤创面修复中的进展

我国在应用中草药治疗烧伤创面的历史很长，

以往多数采用收敛抗炎抑菌的中药处理创面，使创

面结痂实现痂下愈合，但对于深 @@ 度及 @@@ 度创面效

果不理想。"#$A 年，BCD&(C［"0］发现水泡皮未破的烧

伤创面愈合较快，随后许多学者［"A，"#］比较了密闭液

性环境和干燥环境下创面愈合时间，均发现密闭液

性环境下创面愈合较快。E&)*+FGF 等（"#A/）［1-］的研

究表明，密闭湿性创面局部的氧分压很低，8? 值亦

较低，可延缓细菌的生长。H)I4&JK（"##-）等［1"，11］提

出，炎症反应是创面愈合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抑制早

期炎症反应，创面愈合即延迟，炎症反应明显者愈合

速度也较快。现代研究表明，单核 L巨噬细胞在创面

愈合中占有重要位置［1"，1!］，创液中含有多种蛋白酶

和生长因子［16］，>&*D&,F’(（"#AA）［1$］指出，在创伤早期

（16 小时内）保持创面湿润才能达到促进再上皮化

率的目的。诸多的实验及临床研究结果给了人们一

个提示，即在湿润的环境下有利于组织再生和创面

的修复。经过十数年的研究和实践，我国徐荣祥于

"#A/ 年［1/］研制出了美宝湿润烧伤膏，创立发明了针

对烧伤发病的病理生理的烧伤湿性医疗技术并应用

于临床，该技术比较符合烧伤发病和治疗规律。在

局部治疗上［10］，立足无损伤性地排除坏死的皮肤

层，最大限度地保留烧伤残存的成活组织，利用残存

上皮组织再生修复皮肤，解决了 @@ 度烧伤病人疼痛

问题的同时开辟了抗感染的另一新途径。实验证

明［1A］湿润烧伤膏能使细菌的形态结构、培养特性等

方面发生变异，并明显地影响细菌的生长繁殖速度

和侵袭力，使深 @@ 度烧伤自行愈合且瘢痕减少；浅

@@@ 度创面可以靠汗腺上皮自行愈合；小面积深 @@@
度烧伤（直径 M 1-J4 5 !-J4）创面也可自行愈合，且

能达到平皮愈合的效果；大创面可最大限度保留皮

下成活组织，配合外科植皮治疗愈合。在全身治疗

上，对西医疗法取长补短，突出了休克期强心保护脏

器功能的治疗，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使我国中西

医结合在治疗烧伤方面有了新的突破，走出了一条

全新的烧伤治疗道路［1#］。随着该项技术的不断完

善和发展，在国内国际产生了很大影响，代表了目前

烧伤创面修复的较高水平和烧伤治疗的研究发展方

向及趋势。

最近，徐荣祥［!-］又率先提出了原位干细胞培养

的全新模式，它通过对干细胞的原位培养，实现了人

类利用干细胞征服疾病的梦想，从而使人类医学大

步跨入干细胞时代。预计未来的烧伤创面，特别是

大面积深度烧伤创面修复不仅能挽救患者的生命，

且能达到无残疾、再生修复创面的上皮组织具有正

常皮肤生理功能的理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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