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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素在烧伤治疗中的作用及应用 

霍然 李岩 孔祥红 

肝素治疗烧伤 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尤其在美国、 

印度等烧伤医院得以广泛应用。我国主要是进行一 

些动物实验研究，临床应用较少 ，且少有大剂量注射 

应用的文献报道。现将国内外有关肝素在烧伤治疗 

中的应用综述如下。 

l 肝素在烧伤治疗中的作用及机制 

氨基聚糖(GAG)是 一组酸性 、带负电荷、由 1 

个羟基和 1个或多个硫酸根的二糖重复组成的长链 

化合物，结构和功能类似 多聚糖。内源性 GAG包括 

肝素、硫酸乙酰肝素、硫酸角质素、硫酸皮肤素、硫酸 

软骨素 4和 6、透明质酸等。研究表明，GAG具 有抗 

凝 、抗炎、止痛、促进血管生长等多种功能，其中肝素 

是最为硫酸化 的 GAG，在烧伤 治疗 中应用最广 。 

肝素在 l9l6年首次从肝脏中提取 ，最初作为抗凝剂 

应用。 自l960年以来，肝素的一些其他作用(如抑 

制炎性反应、缓解疼痛 、保 护细胞 、促进血管生成和 

上皮生长及改善创 面愈 合质量等 )逐 渐被 人们认 

识，并开始在烧伤动物模型及患者 身上进行实验研 

究和临床应用，不断取得进展。 

1．1 改善局部微循环、减轻水肿 

该作用机制主要是抗凝 ，肝素通过与抗凝血酶 

和肝素辅助因子 Ⅱ作用 而产生抗凝 活性，同时还可 

通过促纤溶酶原激活物和缩短优球蛋 白的溶解时间 

而发挥促纤维蛋 白溶解作用 。因此早期局部创 

面应用肝素可促 进纤维蛋 白溶解及抑制血 小板凝 

集、释放和黏附，从而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促进水肿 

回吸收及创面早期愈合。 吕大伦等 采用 印度 墨 

汁灌注法观察到，低分子肝素能有效 改善豚鼠深 Ⅱ 

度烫伤后早期创面的微循环。 

1．2 抗炎、镇痛 

肝素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一些炎性 因子后可起到 

抗炎作用。肝素是组胺、缓激肽和前列腺素 E的拮 

抗剂，可与血小板结合，抑制补体 CL酯酶活性 、抗 

氧 自由基、抑制 自体 免疫 、促 进 同种 异体移植物 成 

活、促进脂肪分解 、减 轻再灌注损伤、防治 内皮细胞 

功能障碍等。岑瑛等 通过大 鼠实验观察到，肝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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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增强细胞免疫及吞噬功能，但对体液免疫无影响。 

1．3 减少肠道菌群移位(BT)、保护胃肠功能 

早期动物实验表 明，肝素可减轻烧伤后 胃肠结 

构和功 能 的损 伤，使 BT显 著 下 降 。Yagmurdur 

等。。 观察到，肝素在对 烧伤大 鼠的 BT与肠 上皮细 

胞凋亡的作用中，可抑制补体的级联 反应并呈 剂量 

依 赖性 。 

1．4 促进创面愈合及胶原重建 

该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提高创伤后分泌水平， 

增加内源性生长因子的生物学活性，并保护其免被 

各种理化 因素降解。在对 生长 因子 的研 究 中观察 

到，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表皮生长因子、转化生长 

因子 B等都以与肝素结合的形式存在，并以此形式 

与受体结合而产生生物学效应，肝素可提 高其生物 

学活性。董玉兰等 的研 究表明，与肝素结合的成 

纤维细胞生长 因子可促进烧伤大鼠肉芽组织增 生及 

胶原蛋 白和基质的生成，加速愈合过程。 

2 肝素在烧伤治疗 中的应用及效果 

2．1 全身应用 

可分为小剂量及大剂量应用。小剂量：其主要 

作用是抗凝，仅 限于皮 下注射。杨 红明等 认 为， 

小剂量应用肝素可纠正高凝 状态及预 防微血栓形 

成。大剂量 ：如患者无肝素应用禁忌证，早期可全身 

大剂量应用 ，但一般只限于伤后早期酸 中毒阶段；皮 

下注射 的剂量 为：烧伤程度较严 重者每 l5％TBSA 

注射2～3万 U，5岁以下小儿用量减半。注射后观 

察数分钟，如注射部位无出血 ，再 以适 当剂量静脉输 

注，每 4～l2小时重复给药 1次，第 2天 间隔 l2 h 

给药，第 3天使用 1次。每天在注射前检测患者凝 

血时间。当其延长至危 险范围时即停止全身 应用。 

但创 面 可继 续应用 并逐 步减 量直 至 愈 合。Reyes 

等 在治疗 9例严重烧伤 患者 时大剂量应用肝 素， 

使患者疼痛缓解、症状改善、病程缩短、费用降低且 

愈合后皮肤光滑。 

2．2 局部 应用 

局部应用肝素不会延长全身凝血时间。轻度烧 

伤患者可单独使用；严重者早期可联合注射应用，酸 Q2xvdWRWZXJzaW9uLQ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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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阶段后逐渐减量，直到创面愈合。其用法为：将 

浓度为 5000 U／ml肝素装入 5(或 10)ml带细针头 

的注射器 ，喷洒于创面上或注入 水疱 内，伤 后 20～ 

30 min每 5分钟 1次 。伤后第 l天，总量为每 15％ 

TBSA给予 l0万 U，先多后少。使用肝素后 ，患者创 

面及水疱部位疼痛缓解 ，红斑也很快消退。 

2．3 气雾剂 吸入 应用 

主要 应用于 吸入 性损 伤。 吸入 性损 伤是 导致 烧 

伤患者死亡的主要原 因之一。有研究表明，肝素具 

有保护肺结构、改善肺功 能、减少支气管管型形成 、 

改善氧合 、减轻压力性创伤和肺水肿等作用，从而可 

有效 降低 吸入 性 损 伤 患 者 的 病 死 率 。Desai 

等川 对吸入性损伤患儿应用 5000 U肝素和黏液溶 

解剂(N-乙酰半胱氨酸)喷雾剂 3 ml交替吸入治疗， 

与对照组相比，其肺不张发生率减少，病死率 降低。 

2．4 与生物膜或生长因子联合应用 

透明质酸 、硫酸软骨素 4和 6等被置于人工膜 

或胶原基质 中，与培养的人角质形成细胞 或成纤维 

细胞一起置于脱细胞真皮基质 内。这些生物膜用于 

自体或异体薄皮片或超 薄皮片复合移植 ．而膜 成分 

中的 GAG可促进创面愈合。Cribbs等 的研究结 

果表明，肝素联合成纤维细胞 生长 因子和转化生长 

因子 可明显促进大 鼠深 Ⅱ度 烧伤创面愈合。郑 

军等⋯ 也证实外用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能明显促 

进深Ⅱ度烧伤创面愈合，加用肝素后效果更加 显著。 

3 肝素治疗烧伤的注意事项 

在肝素的应用 中应注意其禁 忌证或潜在危险， 

其 中严重出血是最主要的问题。 当有下列情况时须 

谨慎应用：(1)对创伤伴 出血者；(2)有 出血或 出血 

倾向个人史或家族史者；(3)活动性消化道溃疡者； 

(4)已知对肝素过敏或有血小板减少者。 

在肝素应用 的过程 中应注意的是，肝素在 烧伤 

治疗 中的诸 多效应与其应用的时间、剂量 、部位、pH 

值 、使用周期等 因素密切相关。肝素不可经烧伤部 

位注射或注射至创面下组织。大剂量输注肝素只能 

应用于伤后 l～3 d。全身应用肝素须监测凝血时 

间．如其达到或超过正常值的 4～5倍，应停止静脉 

和皮下注射，改为创面应用。 

肝素具有抗凝、改善微循环、减轻水肿、抗炎 、镇 

痛、增强细胞 免疫 、减少 BT、保护 胃肠道、改善肺部 

功能、促进创面愈合等功能。既可单独应用，也可联 

合应用；可全身及局部应用，也可气雾吸入 ，同时还 

可与生物敷料或 生长 因子合 并使用。可 见，肝素在 

烧伤治疗中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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