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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负电气溶胶治疗 Ⅱ度烧伤创面的 

临床效果及病理学观察 

利天增 徐盈斌 胡晓根 沈锐 彭晓东 吴伟江 罗兰 戴新 明 邹永通 祁少海 

吴丽萍 谢举临 邓小新 陈锷 张慧桢 

【摘要】 目的 观察荷负电气溶胶(下称气溶胶)治疗 Ⅱ度烧伤创面的效果。 方法 选择单 

纯浅 Ⅱ、深 Ⅱ度烧 伤患者 ，随机分为 ：(1)气溶 胶组 ：浅 Ⅱ度 180例 、深 Ⅱ度 100例 ，伤后 6 h～2 d开始 

用气溶胶治疗创面 ，l～2次／d，1．5 h／次 。(2)对照组 ：浅 Ⅱ、深 Ⅱ度患者各 30例 ，常规治疗 。(3)自身 

对照组：浅Ⅱ、深 Ⅱ度患者各 l0例，同上用气溶胶治疗 ，但同一患者部分创面覆盖无菌金属片屏蔽气 

溶胶 (屏蔽组 )，部分创面不屏蔽 (非屏蔽组 )。观察气溶胶 治疗 过 程 中患 者刨面 的大体变 化 ，治 疗前 

后进行创面细菌培养 ，并监测其肝 、肾功能及血生化指标有无改变 。记录各组患者创面 愈合 时间。另 

制作深 Ⅱ度烫伤大鼠模型，同前分为气溶胶组和对照组并治疗。取两组大鼠治疗前及治疗后 1、2、3 

周的创面组织标本，作病理学观察。 结果 气溶胶治疗后患者创面渗出少，治疗前后均无细菌生 

长。总体来讲，气溶胶治疗前后患者肝 、肾功能及血生化指标无明显改变。气溶胶组患者浅 Ⅱ度创面 

伤后 (6．3±1．6)d愈合 ，深 Ⅱ度 创面 (15．1±3．1)d愈合 ，明显短 于对 照组 相 同深度 创 面[(11．3± 

1．4)、(21．2±1．4)d，P <0．01]。 自身对照组 中 ，相同烧伤深度的非屏蔽组与屏 蔽组 比较 ，创面愈合 

时 间也 明显缩短 (P <0．01)。病理学检查显示 ，气溶胶组大 鼠治疗后第 3周皮 肤结构 已基 本恢复正 

常 ，而对照组此时恢复较差。 结论 气溶胶能有效促进Ⅱ度烧伤创面的愈合且使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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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0bjee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negative charge aerosol(NCA)on the treatment of 

burn wound． Methods Patients with superficial or deep partial thickness burn only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ial group(T．including l 80 eases of superficial thickness burn 

and 100 cases of deep partial thickness burn)，control group(C，including 30 cases with superficial thick— 

heSS burn and 30 with deep partial thickness burn)，and self control group(SC，including 10 cases with su— 

perficial thickness burn and l 0 with deep partial thickness burn)．The patients in T and SC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NCA for 1．5 hours ，l ～2 times a day
， from 6 postburn hour(PBH) to 2 postburn dav 

(PBD)，while those in C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treatment．For those in SC group．some of the wounds 

were covered with sterile scissel，while other wounds without scissel covering．The general changes in the 

wounds during NCA treatment were observed。and bacterial culture before and after NCA treatment was per- 

formed．The healing time was recorded and the blood biochemical parameters were determined
． Rat model 

with deep partial thickness scald was established，and the rats were also divided into T and C groups
．
and 

received treatment as in human．Tissue samples were harvested from the wounds of rats in the 2 groups be．． 

fore and l，2，3weeks after treatment for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ResuIts There was no infection and 

little exudation in the patients in T group． No bacteria were found in the wound before and after NCA treat— 

ment．The healing time of the wounds of patients with superficial and deep partial thickness burn in T group 

was 6．3±1．6 d and l5．1±3．1 d，respectively，which was obvious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C group(11．3± 

1．4 d and 21．2±1．4 d，P <0．01)．In SC group，the healing time of those with sterile scissel coverage was 

also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without covering(P <0．01)．There was no obvious change in the liver 

and kidney functions and blood biochemical parameters among the patients
．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sh0wed 

that the skin structure was almost recovered in the rats in T group 3 weeks after treatment
，
while those i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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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气溶胶是固态或液态微粒悬浮于气体介质中所 

形成的系统，可分 为固态气溶胶 和液态气溶胶。近 

年来，我 国对气溶胶的研究越来越多 ，如对气溶胶测 

定 、分 析 的研 究 ，对 气 溶 胶 与 疾 病 关 系 的 研 

究 。。等等 ，都已证实 了气溶胶对人体具有生物学 

作用，但尚罕见应用气溶胶治疗烧伤创面的报道。 

本研究所用气溶胶是能通过呼吸系统及皮肤黏 

膜进入体内，具有一定能量和生物学效应的荷负电 

小粒子气溶胶。在距治疗仪窗口30 Cln以内的范围 

内，荷负电粒子密度可达 1×10 ／cm 以上。本研究 

结果表明，相同烧伤深度 的患者使用或不使用气溶 

胶治疗 ，创面愈合时间明显不同，前者短于后者。病 

理学观察结果也证明了此点 。本组患者均在伤后早 

期开始治疗，治疗前后创面细菌培养均为阴性，且治 

疗过程 中未见肝 、肾功能损害及其他不良反应。 

在应用气溶胶治疗烧伤患者的 4年多临床研究 

和实践 中，笔者体会到：(1)治疗时应把治疗仪的窗 

口对准创面，若偏离创面 ，效果较差。(2)治疗时问 

为 l一2次／d、1．5 h／次效果较满意，至于最佳治疗 

时问，有待进一步摸索。(3)笔者单位所用 的气溶 

胶治疗仪体积较小 ，发生 的气溶 胶所能覆盖的创面 

有限。对于大面积烧伤患者 ，可同时应用多台治疗 

仪 ，或 用 l台治 疗仪 轮 流治 疗 不 同部位 的创 面。 

(4)用气溶胶治疗时，如触摸治疗仪或患者身体，可 

因有电位差而产生触 电样的感觉 ，但不会造成人体 

组织的任何损害。操作时可先关掉电源以避免这些 

刺激 。 

综上所述，气溶胶能促进 Ⅱ度烧伤创面愈合 ，使 

用方便 、安全 、有效 ，便于推广。至于气溶胶的作用 

机制 、最佳治疗剂量 、气溶胶浓度的检测 、气溶胶吸 

收后穿透组织的深度及在体 内的分布情况 、适用于 

大面积烧伤的气溶胶治疗仪的研制等，均是值得下 

一 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1 陆树良，向军，金曙雯，等．烧伤后24 h内削痂防治深 Ⅱ度创面 

进行性加深的组织学观察．中华烧伤杂志，2002，18：235—237． 

2 贾赤宇．重视创面愈合研究提高烧伤救治水平．中华烧伤杂志， 

2003，19：323—325． 

3 程飚，付小兵，盛志勇，等．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对大鼠烫伤 

创面中基质金属蛋 白酶及其抑制剂的影响．中华烧伤杂志， 

2003，19：336—339． 

4 邢帮荣，利天增，卞徽宁，等．表皮生长因子与碱性成纤维细胞生 

长因子促进创面修复的比较研究．中华烧伤杂志，2003，19：340— 

343． 

5 王锡九．气溶胶测试设备的研制．军事医学资料，1983，3：153一 

l57． 

6 卢顺花，文木素，施树玉，等．对 XDPOOA型电动气溶胶喷雾机 

杀灭空气微生物效率的测定．传染病l晦床与研究，1995，8：35— 

37． 

7 李劲松，鹿建春，刘敏霞，等．肾综合征出血热病毒气溶胶感染乳 

小 鼠抗 原定 位 和病 理 的研 究．中华 实验 和 l晦床 病 毒学 杂 志 ， 

1995，9：239 —242． 

8 张朝隆，陈振生，李军保，等．’肾综合征出血热病毒气溶胶的生 

物稳定性实验研究．解放 军预防医学杂志 ，1995，13：169—173． 

9 吴兆儒，王忠仁，宛淑贤，等．结核杆菌菌尘气溶胶感染豚鼠的实 

验研究．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1995，1 8：313—315． 

10 于玺华．微生物气溶胶在医院感染中的作用．传染病l临床与研 

究 ，1995，8：42—45． 

(收稿 日期 ：2004一O1—14) 

(本文编辑 ：罗 勤) 

名誉总编辑 

顾 问 

总 编 辑 

副 总 编 辑 

常 务 委 员 

委 员 

肖光夏 

史济湘 

汪仕 良 

邓诗琳 

邓诗琳 

葛绳德 

王玉莲 

刘 毅 

李 迟 

利天增 

林礼根 

梁秉中 

蔡 宝仁 

中华烧伤杂志第二届编辑委员会名单 

(以下按姓 氏笔 画顺序) 

盛志勇 

孙 永华 

孙 永华 

王振 国 

刘友 生 

李小兵 

汪仕 良 

郇京宁 

黄晓元 

廖镇江 

许伟石 陈 璧 郭振荣 

许伟石 陈 璧 汪仕 良 杨宗城 周一平 郭振荣 黄跃生 

王德 昌 

刘旭 盛 

李国辉 

杨 红明 

贺光照 

黄跃生 

薛宝升 

邓诗琳 

孙永 华 

李宗瑜 

杨 宗城 

姚咏 明 

谢 卫 国 

邓津菊 

许伟石 

李学拥 

张 国安 

贾赤宇 

彭代智 

牛希华 

朱志祥 

岑 瑛 

张 明 良 

郭振 荣 

彭毅志 

方培耀 

齐顺 贞 

陈 璧 

陆树 良 

柴家科 

韩春茂 

付 小兵 

吴 军 

陈玉林 

闰汝 蕴 

夏 照帆 

葛绳德 

付 晋凤 

吴伯瑜 

谷 才之 

周一 平 

曹丽萍 

解伟光 

Q2xvdWRWZXJzaW9uLQ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