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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界的专家对敷料的作用在认识上还存在误区，没 

有把敷料当作促进创伤修复与组织再生的重要手段 

加以应用；另一方面，部分地 区尽管对创面换药(包 

括敷料的应用)的收费进行 了界定 ，但那些功效 比 

较确切和对急、慢性创面有明显适应证的敷料还没 

有被列入医疗保险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妨碍 了高新 

治疗技术或产 品直接服务于广大患者。2012年 

6月，在浙江省绍兴市曾召开过有关敷料研发与创 

面治疗的高层研讨会，来 自创(烧)伤学术界的专家 

与医疗保险管理专家济济一堂，共同讨论如何解决 

先进的医疗产品及时造福于患者的瓶颈问题。在这 

次会议上，一些发达地区的医疗保险管理专家提及， 

从管理的角度他们非常希望好产品能够尽快应用于 

临床治疗，但难点在于如何界定这些产品或者技术 

的收费情况。管理专家希望 医学专家能够就某一类 

产 品或技术的应用达成共识，并且将这 些共识 以学 

会的名义向医疗保险管理部门提 出建议，请医疗保 

险管理部门根据权威专家的共识或者建议，确定医 

疗保险项 目的管理。 

有鉴于此，希望创(烧)伤治疗专家能够进一步 

重视敷料对创面治疗作用的理论研究与转化应用， 

同时主动与管理部 门密切沟通合作 ，进 一步解决好 

先进敷料及其相关治疗技术在临床应用中的瓶颈问 

题 ，使之能够尽快造福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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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皮肤替代物中加入脂肪源性干细胞可通过增加新生血管形成 

及胶原合成促进皮肤再生 

再生医学、组织工程技术、干细胞的使用及皮肤替代品的产生，使得外科治疗皮肤损伤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组织工程的 

成败关键在于人工皮肤的局部血管化以及其与创面的整合，本实验将 自体脂肪源性干细胞与商业化的皮肤替代物 Integra联 

合应用，观察皮肤再生的效果。实验从 8只成年 sD大鼠的腹股沟区分离出脂肪源性干细胞，接种至 Integra中培养 48 h，然后 

植入大鼠，于同一大鼠对侧植入不含脂肪源性干细胞的 Integra进行对比，植入 1、2、3周后，对植入物进行组织学分析。结果 

显示脂肪源性干细胞很好地黏附在真皮基质中，且 Integra与周围组织整合良好。与不含脂肪源性干细胞的Integra相比，脂肪 

源性干细胞与 Integra联合应用明显提高了真皮基质中微血管的密度 [分别为(7．7±0．6)％与(5．3±0．5)％，免疫组织化学 

法Ⅷ因子染色]和 I型胶原的表达量[分别为(24±3)％与(16±2)％，天狼星红染色]。与不含脂肪干细胞的 Integra相比，接 

种脂肪源性干细胞的Integra植入创面后上皮化范围较大[分别为(2530±939) m与(1911±763) m，免疫组织化学法抗细胞 

角蛋白34~E12染色]，但两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此研究者认为在皮肤替代物中加入脂肪源性干细胞后可以促进新血 

管生成及胶原合成 ，进而促进人工皮肤替代物的再生及与周围组织的整合。通过应用脂肪源性干细胞是否可以达到充分上 

皮化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张月，编译 自《Plast Reconstr Surg}，2012，130(1)：53-63；王耀军，审校 

异体成纤维细胞与 自体网状皮片联合应用与常规疗法在 Ⅲ度烧伤创面治疗中的比较 

创面愈合是一个涉及多种细胞和生长因子的多环节过程，Ⅲ度烧伤通常采用早期切痂植皮治疗。由于 自体皮肤应用存 

在各种限制，使得组织工程在创面愈合领域迅速发展。异体 Fb与 自体网状皮肤的联合应用，在创面愈合过程中具有明显疗 

效并被认为可以形成具有活性的皮肤替代物。2009年 6月一201O年 12月，将 14例患者纳入本研究。清创切痂后以网状皮 

片覆盖整个创面，一侧联合使用 自体网状皮片和异体 Fb(培养在硅酮和糖胺聚糖上)，另一侧使用凡士林纱布作对照，分别对 

2侧的创面愈合时间、瘢痕形成和色素沉着进行评分。经统计分析，与凡士林纱布一侧比较 ，联合应用异体 Fb的一侧治疗效 

果良好。2侧在创面平均愈合时间和增生性瘢痕形成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此外，联合应用异体 Fb的一侧创面愈合后皮肤 

色素沉着接近正常皮肤。研究者认为，在大面积烧伤患者 自体皮源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异体 Fb联合 自体网状皮片移植可以 

缩短创面愈合时间、减少瘢痕形成、减少自体皮片的使用，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韩夫，编译 自《J Burn Care Res}，2012，doi：10．1097／BCR．0b013e31825aeacl；王耀军，审校 

Q2xvdWRWZXJzaW9uLQ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