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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4部分代替血浆用于烧伤患者休克期 的液体 5 

复苏治疗 ，不 良反应少，有一定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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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素钠软膏对深 Ⅱ度烧伤瘢痕增生的预防作用 

徐立伟 蔡少甫 周玉新 员科 王艳青 庞书琴 

临床资料 ：2004年3月一2o05年 5月，笔者单位收治了 

45例深 Ⅱ度烧 伤患者 ，其 中男 25例 、女 20例 ，年龄(29 4-11) 

岁 ，烧伤面积 (4．6 4-2．2)％TBSA，于伤后 (18．6 4-1．6)d创 

面自然愈合，随机分为对照组22例和用药组23例。 

治疗方法及评分标准：对照组创 面愈合后未行任何处 

理 ；用药组于创面愈合后 1周立 即均匀涂抹 肝素 钠软膏 (山 

东正 大福瑞达 制药有 限公 司)3次／d，持 续 6个月 。在 创 面 

愈合后 0(即创 面 愈合后 即时 )、1、3、6个 月随访 ，参照 文献 

[1]观察创 面瘢痕增 生情 况并评 分。 (1)瘙痒 和刺 痛 ：瘙痒 

和 (或)刺痛无法 忍受且 影响 睡眠 为 3分 ，有瘙 痒和 (或 )刺 

痛感但不影响睡眠为 2分 ，偶有 或无瘙痒与 (或 )刺痛感为 1 

分 。(2)充血 ：瘢痕外 观呈紫 红色为 3分 ，淡 红色 为 2分 ，仅 

有色素沉着为 1分。(3)外观 ：瘢 痕组织 凸起 、高低 不平 、质 

地坚硬 、表皮菲薄为 3分 ，瘢痕厚 于正常组织但质地较软为 2 

分 ，瘢痕组织扁平 为 1分 。将 3项评分相加 即为瘢痕 的总评 

分，数据以x±s表示，采用 SPSS 10．0统计软件行 t检验。 

结果 ：对照组 、用 药组 患 者创 面愈 合 时间各 为 (18．5± 

1．3)、(18．6±1．8)d。创 面愈合 后 0、1、3、6个 月 ，对照组 患 

者瘢痕总评 分 分 别 为 (3．6 4-0．5)、(5．2±0．8)、(6．8 4- 

0．7)、(7．5 4-0．6)分 ；用 药组 分 别 为 (3．7 4-0．5)、(4．6 4- 

0．5)、(4．8±0．6)、(5．1 4-0．6)分。两组创 面愈合 时间及 愈 

合后 0、1个月时瘢痕总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作者单位 ：835000 新疆伊宁 ，解放 军第 十一 医院烧伤 科(徐立 

伟 、周玉新 、员科 ，王艳青 、庞书琴)；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烧伤科 (蔡 

少甫 ) 

· 经 验 交 流 · 

愈合后 3、6个月，对照组瘢痕总评分明显高于用药组(P < 

0．01)。用药组患者未 出现明显不 良反应。 

讨论 深 Ⅱ度烧伤创面自然愈合后瘢痕发生率高，且多 

为增生性瘢痕 。增生性瘢痕主要l临床表 现为瘙痒或 刺痛 、组 

织充血 、局部组 织 凸起变硬 ，至 今仍无 理想 的治疗 方法 。近 

来研究表 明，肝素钠除了具有抗凝 血的作用 外 ，还 有抗 感染 、 

止痛 、促进 再上皮化 以及 促进再 血管 化作 用 ，局 部应 用还可 

促进胶原重建，加强组织修复，使愈合皮肤光滑 I4]。也有 

研究提示 ，局部 外用 肝素 钠对瘢 痕增生 可能有 预 防作 用⋯ 。 

本研究结果显示，用药组在创面愈合后3、6个月的瘢痕总评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提示局部应用肝 素钠软膏可 能为预防烧 

伤后瘢痕增生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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