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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皮，并适当给予全身抗感染治疗。但烧伤后期残 

余创面多被耐药菌感染 ，且较严重。肉芽创面往往 

有多重耐药菌的感染 ，细菌分泌的毒素及酶类会蚕 

食和溶解创面新植入的刃厚皮片，从而导致创面愈 

合时间延长 ，愈合质量下降 ，亦易导致植皮失败。 

百克瑞复合溶菌酶消毒剂是一种具有特异的杀 

菌机制和广谱杀菌能力 的 FE复合酶消毒剂 ，其主 

要成分为溶葡萄球菌酶。该酶是一种由极少 的金黄 

色葡萄球菌所分泌的能溶解葡萄球菌的溶菌酶。溶 

葡萄球菌酶能切断致病菌细胞壁肽聚糖成分中甘氨 

酸肽键(Gly．Gly键 )，裂解 N．乙酰胞壁酸 C．1与乙 

酰葡萄糖胺 C．4之间的 B一1，4．糖苷键 ，多重破壁杀 

菌机制使 FE复合酶能迅速杀死多种耐药菌 。 

有研究 表 明，溶葡 萄球 菌 酶能 有效地 防治 因 

MRSA引起的兔的眼内膜炎 。研究还观察到溶葡 

萄球菌 酶能有效 杀灭导 尿管 、鼻前 庭 和血液 中 的 

MRSA ]
。 

本研究也观察到治疗组创面分泌物较对照组明 

显减少 ，皮片被蚕食和溶解现象减轻 ，创面耐药细菌 

对所用药物的敏感率也 明显高于对照组。烧伤治疗 

后期创面的常见菌群对 FE复合酶均较敏感 ，说 明 

它的抗菌谱 较广、杀 菌能力较强 ，这 和郇京宁等 

的观察结果一致 。陈炯等 的研究也显示 ，FE复合 

酶能消除烧伤创面 MRSA、铜绿假单胞菌、阴沟肠杆 

菌 、河生肠杆菌 、鲍曼不动杆菌 、白色念珠菌等细菌 

引起的感染。李 罗珠等 叫的临床 观察结 果显示 ： 

FE复合酶对 MRSA及中间型抗万古霉素金黄色葡 

萄球菌有显著 的杀菌效果。笔者的研究结果显示 ， 

治疗组患者植皮术后 3、5、8、l0、12 d的创面愈合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 ，且 愈合时问也 明显 短于对照组。 

故 FE复合酶可以明显缩短烧伤后期肉芽创面植皮 

手术的愈合时间。 

FE复合酶的本质是蛋白质，能随人体的新陈代 

谢而排泄，因而不会产生任何毒副作用。它可以显 

著减轻创面感染 ，缩短植皮创面愈合时问。其可能 

的机制为：直接溶解杀菌 、控制创面感染 、减轻细菌 

分泌的毒素及酶类对创面新植入刃厚皮片的蚕食和 

溶解 ；减轻创面水肿 、减少渗出 、控制血浆蛋白丢失， 

有利于细胞增生和维持机体对创伤的修复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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