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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 ，锁水性能较佳的敷料能将 吸进敷料 的渗液 

锁定在较小范围内，避免渗液浸渍创 口周边正常皮 

肤，造成继发损害 。从本研究资料来看，美皮康、 

康惠尔、痊愈妥3种泡沫敷料锁水性能依次增强，结 

合前述结果提示创面周边皮肤欠佳而渗液速度慢的 

患者可以首选痊愈妥；创面周边皮肤欠佳而渗液速 

度较快的患者可以首选康惠尔；美皮康在泡沫敷料 

表面采用了疏水敷料技术 ’ ，可能弥补了锁水性 

能欠佳的不足，因此可考虑首选应用于创面周边皮 

肤欠佳、渗出量相对较多且速度较快的患者。以上 

结论有待临床进一步观察证实。 

创面敷料应具有较好的透气性能 ，以避免渗 

出液在创面累积，从而延长敷料使用寿命，同时也能 

使氧气进入创面并排出 CO 。本研究资料显示，3种 

泡沫敷料24 h的透气性能由高到低依次为痊愈妥、 

美皮康、康惠尔，不但显示了痊愈妥、美皮康有良好 

的透气性能，而且提示其实际吸水率大于测定吸水 

率，因为敷料本身还存在动态蒸发水分的现象。而 

康惠尔的透气性能相对较低 ，提示创面周边皮肤欠 

佳的患者应慎重选择该敷料。 

本文配制 的渗 出液 只含 电解质 而不含蛋 白成 

分，是参考了现行通用敷料检测方法中的渗出液配 

方。但创面渗出液多含有蛋白成分，如果能增加含 

有蛋 白的渗出液配方，进行吸收能力比较 ，结果可能 

更加接近临床实际。然而，目前可供参考的敷料检 

测方法学 中未能查到被认 可含蛋 白成分 的标准配 

方，如蛋白成分含量标准值等，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 

探讨 的问题。 

综上所述 ，采用不 同生产技术制成的泡沫敷料 

性能指标各有所长，临床选用时应依据泡沫敷料的 

性能特点和创面实际情况进行区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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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技 快 讯 · 
脂肪来源间充质细胞通过分泌角化细胞生长因子 1和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 BB 

支持皮肤再上皮化形成 

表皮的组成和内环境稳态均通过问充质细胞的旁分泌作用进行调节，真皮 Fb一直被用于各种组织工程皮肤替代物的 

“真皮层”中，以支持 KC在体外生长。本实验在体外(单层细胞培养和三维细胞培养)及体内(小鼠创伤愈合模型)实验中，比 

较脂肪来源间充质细胞和真皮 Fh作为支持物对 KC生长的影响。体内研究表明，在创伤愈合过程中脂肪来源间充质细胞诱 

导上皮再生的作用更强(通过影响细胞周期来提高 KC增殖和迁移)。这种效应至少部分由角化细胞生长因子 1和血小板源 

性生长因子 BB的旁分泌作用介导，两者在脂肪来源间充质细胞的表达量显著高于皮肤 Fb；在培养皮肤的皮间隔之间将 Fh替 

换为脂肪来源间充质细胞，可产生更类似正常皮肤的表皮(组织学观察提示，细胞角蛋白5、19在其中高表达)；Ragl敲除小鼠 

皮肤 Fb较脂肪来源间充质细胞更能加速上皮再生及创伤愈合。因此研究者认为，脂肪来源间充质细胞可以作为 KC的支持 

物在体外被大量分离培养，具有潜在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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