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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方法·

改性甲壳素创面修复凝露联合红光照射治疗慢性皮肤溃疡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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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四川泸州６４６０００；２．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　６１００１７）

　　摘　要：目的　探讨改性甲壳素创面修复凝露（商品名：安尔舒）联合红光照射治疗慢性皮肤溃疡的疗效及其安全性。方法　

将６３例慢性皮肤溃疡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狀＝３２）和对照组（狀＝３１），观察组使用改性甲壳素创面修复凝露联合红光照射治疗，

对照组仅用０．５％的聚维酮碘溶液湿敷，两组同时给予基础护理配合治疗。治疗４周后观察两组疗效、愈合时间及不良反应。结

果　治疗后观察组总有效率９０．６３％，显著高于对照组７０．９７％（犘＜０．０５），其创面愈合时间（９．９２±２．４６）ｄ显著短于对照组（１３．

０１±３．１８）ｄ（犘＜０．０１）。结论　改性甲壳素创面修复凝露联合红光照射治疗慢性皮肤溃疡有显著疗效，且无不良反应。

关键词：改性甲壳素；红外线；皮肤溃疡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２．３３．０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２）３３３５１７０２

犜犺犲狅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狅犳犮狌狉犪狋犻狏犲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犮犺狉狅狀犻犮狊犽犻狀狌犾犮犲狉狊狑犻狋犺犃狀犈狉犛犺狌犪狀犱犻狀犳狉犪狉犲犱狋犺犲狉犪狆狔

犔犻狌犔犻１，犔犻犑犻犪狔犻
２△，犡犻狅狀犵犡犻犪

１，犇狌犢狌１

（１．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犇犲狉犿犪狋狅犾狅犵狔，犃犳犳犻犾犻犪狋犲犱犎狅狊狆犻狋犪犾狅犳犔狌狕犺狅狌犕犲犱犻犮犪犾犆狅犾犾犲犵犲，犔狌狕犺狅狌，犛犻犮犺狌犪狀６４６０００，犆犺犻狀犪；

２．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犇犲狉犿犪狋狅犾狅犵狔，犛犲犮狅狀犱犘犲狅狆犾犲＇狊犎狅狊狆犻狋犪犾狅犳犆犺犲狀犵犱狌犆犻狋狔，犛犻犮犺狌犪狀６１００１７，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ｎＥｒＳｈｕａｎｄ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ｓｋｉｎｕｌｃｅｒｓ．

犕犲狋犺狅犱狊　６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ｓｋｉｎｕｌｃｅｒ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狀＝３２）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狀＝３１）．Ｗ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ＥｒＳｈｕａｎｄ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ｏ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０．５％ｉｏｄｉｎｅｔｏ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ｇｒｏｕｐ．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ｂｏｔｈｇｉｖｅｎｂａｓｉｃｎｕｒｓｉｎｇ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ｈｅａｌ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ｆｔｅｒ

４ｗｅｅｋｓ．犚犲狊狌犾狋狊　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ｓ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９０．６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７０．９７％）（犘＜０．０５），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ｈｅｈｅａｌｉｎｇｔｉｍｅ（９．９２±２．４６）ｄ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１３．０１±３．１８）ｄ（犘＜０．０１）．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ＴｈｅＡｎＥｒＳｈｕａｎｄ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ｈａｄｎｏｔｉｃｅａｂ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

ｓｋｉｎｕｌｃｅｒｓ，ａｎｄｈａｄｎｏ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ＡｎＥｒＳｈｕ；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ｒａｙｓ；ｓｋｉｎｕｌｃｅｒ

　　慢性皮肤溃疡是由各种内、外因素造成的深达真皮或者皮

下组织的缺损。因病程迁延，且常伴不同程度的感染，致使局

部组织缺血、缺氧，营养状况及愈合能力下降等，在临床护理和

治疗中较为棘手。本文对慢性皮肤溃疡患者的护理治疗工作

中，使用改性甲壳素创面修复凝露（商品名：安尔舒）联合红光

照射治疗，获得了满意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皮肤科于２００８年９月至２０１１年９

月住院的慢性皮肤溃疡患者（创伤性、静脉性、压迫性等原因所

致）６３例，分为两组，观察组３２例，对照组３１例，两组患者一

般资料（性别、平均年龄、病程和溃疡面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犘＞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药物及仪器　改性甲壳素创面修复凝露（主要成分为改

性壳聚糖、水，为每支２０ｇ的凝胶样制剂），购自深圳市阳光之

路生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红光治疗仪（波长６００～７００ｎｍ，输出

功率３Ｗ，购自中国科学院电子所北京科电微波电子公司）。

１．２．２　基本护理　（１）日常生活护理：保持病室通风，患者病

床、衣物干燥清洁，可将溃疡部用气垫悬空，避免局部受压、擦

伤，患者每２小时翻身１次，动作宜轻柔，建议患者可适当进行

功能锻炼，以改善血液循环，促进伤口愈合；（２）饮食护理：嘱患

者要增强营养，饮食清淡、易消化，多吃高蛋白、富含维生素、粗

纤维食物，以增强机体抵抗力和加强组织修复能力，通过合理

的饮食调理，能协助促进溃疡面的愈合；（３）心理护理：由于长

期遭受慢性溃疡的折磨，患者往往觉得痛苦，心理压力大，应告

知患者溃疡虽然比较难治，但只要积极治疗，是可以治愈的，并

建议与其他病友多沟通交流，共同勉励，树立信心，以最佳的心

理状态配合治疗和护理，缩短疗程。

１．２．３　治疗原发病　治疗原发病，使各项指标控制在理想范

围。如糖尿病性溃疡应及时使用胰岛素控制血糖，而压迫性溃

疡则应将创面悬空，以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如没有全身感染，尽

量不用抗生素。

１．２．４　创面换药护理　严格遵守无菌操作原则，用无菌生理

盐水反复冲洗伤口，再用无菌剪刀和止血钳将疮面周围的脓性

分泌物和坏死组织清除干净，动作应轻柔。观察组将改性甲壳

素创面修复凝露涂于创面上，厚度大于１ｍｍ，超过创缘１ｃｍ，

每天２次，其间使用红光治疗仪局部照射治疗，距离１５～２０

ｃｍ，时间２０ｍｉｎ，每天２次。对照组用０．５％聚维酮碘溶液湿

敷，常规换药每天２次。４周后将两组进行疗效判定。

１．２．５　疗效观察及判断标准　根据皮损的溃疡面积及患者主

观症状的改善情况（包括溃疡面的大小、深度、坏死组织的多

少、脓性分泌物及疼痛的改善程度）进行疗效评价。痊愈：溃疡

完全愈合、临床症状消失。显效：溃疡大部分愈合，表面痂皮干

燥，无分泌物，临床症状基本消失。好转：溃疡部分愈合，有新

鲜肉芽组织生长，分泌物少，临床症状减轻。无效：溃疡变化不

明显，新鲜肉芽组织少，分泌物多，临床症状未减轻或恶化。创

面平均愈合时间：从开始治疗至溃疡愈合的平均时间。

１．３　统计学处理　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

料采用狋检验，用狓±狊表示，计量资料采用χ
２ 检验，以犘＜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治疗４周后，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χ
２＝８．４２２，

犘＜０．０５），观察组创面平均愈合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犘＜

０．０１），见表１。两组患者在治疗后，检测血常规，肝、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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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未发现检测指标有与药物相关的异常，观察组临床上也未

见明显的不良反应。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４周后疗效比较

组别 狀
痊愈

（狀）

显效

（狀）

好转

（狀）

无效

（狀）

总有效率

［狀（％）］

平均愈合时间

（狓±狊，ｄ）

观察组 ３２ ２５ ４ ３ ０ ２９（９０．６３）＃ ９．９２±２．４６

对照组 ３１ １４ ８ ６ ３ ２２（７０．９７） １３．０１±３．１８

　　＃：犘＜０．０５，：犘＜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

３　讨　　论

３．１　改性甲壳素创面修复凝露联合红光照射治疗慢性皮肤溃

疡的作用机制　慢性皮肤溃疡是由一系列创伤和疾病因素所

导致的体表难愈合创面，如创伤后感染、糖尿病、下肢静脉曲张

等，若久治不愈会引起局部器官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工

作和生活［１］。目前治疗皮肤溃疡的方法很多，疗效不一，出发

点在于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提高其局部组织的营养及血氧供

应，促进周围上皮增生，防止局部感染等［２］。本研究中使用的

改性甲壳素创面修复凝露是一种生物敷料，亲近人体皮肤，对

创面刺激性小，生物相容性好。其主要成分甲壳素不仅能与创

面渗出物混合凝结成干性保护性痂皮，阻挡外界的不良刺激、

感染；并且具有生物活性，能够激活表皮细胞、正常皮肤成纤维

细胞及胞外基质再生；另外，甲壳素还具有广谱抗菌作用，其带

有正电荷的弱碱性生物多糖，能与蛋白质形成高分子复合物，

增加创面组织的网状结构，促进胶原合成，增加伤口拉伸强

度［３］。有研究表明，使用改性甲壳素创面修复凝露能明显减少

换药次数，采用暴露疗法易于观察创面，减轻患者痛苦和医护

人员工作量，但不适于感染和渗出多不能形成干保护性痂皮创

面患者［４］。改性甲壳素创面修复凝露能与新鲜创面紧密长合，

成膜变干后，不可强行揭去，以免形成二次创面，结痂会随皮肤

新陈代谢自然脱落［５］。改性甲壳素还可用于多种伤口，具有促

进止血、抑菌、愈合及减轻疤痕的作用［６］。在本研究中不仅采

用了生物制剂，还联合了物理治疗。采用的红光治疗是通过物

理学方法滤去其他光线，仅保留６００～７００ｎｍ波段的红光照射

人体，被人体吸收的红光，通过光化学作用，能促进物质代谢，

使细胞活性加强，并能提高机体免疫力和创面内巨噬细胞吞噬

功能，刺激表皮生长因子（ＥＧＦ）分泌，促进细胞增殖
［７］；促进上

皮细胞、成纤维细胞的再生与损伤毛细血管的修复，能够加速

创面愈合［８］。有研究表明，红光治疗创面愈合具有以下特

点［９］：（１）缩短创面愈合时间；（２）减轻愈合过程中疼痛。

３．２　注意事项　治疗中要加强皮肤创面护理，换药过程中严

格按操作规程，不怕创面臭秽难闻，将分泌物、腐烂坏死组织及

痂皮彻底去除，且动作轻柔，对于渗液较多、感染较重的创面不

宜使用改性甲壳素创面修复凝露。除常规的皮肤创面护理外，

临床工作者还应当从患者的具体情况出发，通过调整饮食增强

患者抵抗力，加强恢复能力；通过心理疏导，帮助患者调整情

绪，增强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信任感，使其配合治疗，以利于溃疡

早愈。从多方面为患者服务，让患者感受到人性化关怀，有利

于提高慢性皮肤溃疡患者的疗效，改善患者的预后［１０１２］。

本研究显示，改性甲壳素创面修复凝露联合红光照射治疗

皮肤慢性溃疡，其促进溃疡面的愈合优于对照组，不仅提高了

创面愈合的有效率，还缩短了愈合时间，减轻了患者的痛苦，且

未见患者出现任何不良反应。说明改性甲壳素创面修复凝露

联合红光照射治疗慢性皮肤溃疡疗效安全、可靠，不受环境、条

件的限制，使用方便，具有很好的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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