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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们是否应将糖尿病的血管神经病变视作继 

高糖和糖基化终末产物局部蓄积后的病理结局，而 

非糖尿病创面难愈的始动环节；将高糖和糖基化终 

末产物局部蓄积，视作糖尿病皮肤“隐性损害”的又 

一 个上游事件。不妨推断：糖尿病创面难愈的病理 

分型除血管病变、神经病变以外，还应纳入皮肤“隐 

性损害”的病理依据。这一推断尚有待进行 多中 

心、大样本临床试验后予以确立。 

对于糖尿病难愈创面的评估，无论是评价系统 

或分类标准还是外科专科病史的描述，都是文字性 

的，患者复诊时医师往往难以根据病史的文字描述 

还原首诊时创面的详细特征。上海瑞金医院通过软 

件编程，创立了“基于手机的创面信息采集系统”。 

该系统利用手机对创面进行拍照，记录创面的形态 

学特征，通过下拉式菜单点击输入患者基本情况和 

创面诊治方案，再以短信方式上传到数据库的电子 

病历和居民健康档案中。医师可以通过手机或电子 

病历回顾病史或动态观察病程演进情况，使各类创 

面的诊断性描述标准化、系统化成为可能。该系统 

还有利于多中心、大样本的流行病学调查，值得推广。 

2 以跨学科技术改良传统方法的治疗水平 

创面愈合是一个复杂 的生物学过程，不 同阶段 

有不同的特征，也需要不同的干预措施，以利于创面 

的完美愈合。 

曾有 1例患者肝脏手术后窦道形成2年余，长 

18．0 em、直径 0．5 cm，经 弓】流条填塞换 药和 2次窦 

道切除术未能奏效，遂转至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窦道内部有很多分叉呈树枝状，应用外科切除术常 

难以根治。该院借助 了内窥镜技术，此仪器 能够方 

便地进入各个 窦腔，减少 了引流条填塞换药的盲 目 

性。结果在靠近腹膜处探查到致使窦道经久不愈的 

异物，是被包埋在组织中的手术缝线，去除残留物后 

窦道创面很快愈合(另文发表)。 

VSD是近年来使用较多的临床技术 ，上海市第 

九人民医院谢挺、肖玉瑞等在该技术的基础上辅以 

间隙性冲洗，取得 良好效果，扩大 了 VSD应用 的适 

应证。创面形式的多样化和传统手段的局限性，要 

求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勇于创新，善于吸纳跨学科技 

术、善于改良传统方法以提升创面治疗水平。 

3 以创新理念为指导的就 医新模式 

在上海市各级政府 的支持下，第九人民医院与 

“全国基层 医疗 示范单位”长宁 区周 家桥社 区卫 生 

服务中心合作，建立了创面修复科与社区医疗的双 

向联动机制 ]，方便所属区域内创面患者的f-j诊换 

药，必要时再住院治疗。这种单病种纵向医疗资源 

的整合，使创面修复专科的平均住院日达到14．7 d， 

药占比仅 14％，不仅使所在三级甲等医院的管理指 

标得到保障，更为患者就医提供了极大方便，也使国 

家在基层医疗的投入得到充分利用。 

但这种模式在运作过程中存在一个亟待解决的 

问题，即基层医疗单位的全科医师通常对创面处理 

缺乏经验，需要培训和提高。尽管创面修复科每周 

指派专家定期坐诊，但面对上海 232家社 区卫生服 

务中心实在显得力不从心。在上海市经济与信息技 

术委员会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的支持下，借助 

以第4代网络(4G)技术为支撑的高清视频系统，我 

们建立了创面修复科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网络连 

接 。该系统能够使专科医师通过高清视频实时 

观看远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患者的创面情况， 

通过对话对全科医师进行技术指导。该系统解决了 

专科医师来回奔波的苦恼，同时广泛适用于更多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与专科医院建立的双向联动机制。 

2011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中欧创面修复学 

术会议上 ，该 系统被 各 国专 家称 为“顶级技 术”和 

“具有创新性的创面修复就医模式”。政府部门、医 

疗主管部门以及创 面修复专家一致认为 ，这种基于 

4G技术高清视频的创面修复专科与社区医疗的纵 

向资源整合，符合医疗改革要求，具有很好的示范效 

应。上海市卫生局为此下发文件，组建上海市创面 

修复研究中心 ，下设若干个创面修复专科，并通过这 

些专科 以点带面启动联动机制。 

疾病谱的改变为创面修复注入新的内涵，相应 

学科应运而生，内容涉及 多个专业，许多诊疗技术和 

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创新空间很大。但 我们必须 

强调 ：要重视创面修复专科的内涵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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