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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过及时、有效、正常的修复过程，难以达到完整

功能与解剖状态，愈合过程中会受到患者本身、护理、

治疗等多方面因素严重影响的伤口，临床统称其为慢性

伤口 [1]。文章围绕负压技术联合湿性敷料在慢性伤口护

理中的应用展开研究，并探究其对患者护理满意度的影

响，详情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 2019-2021 年我院 88 例慢性伤口患者，随机均

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结果显示可比

（P ＞ 0.05）。

对照组：44 例，男 24 例，女 20 例，年龄范围 20-70

岁，均值（45.38±1.34）岁；

观察组：44 例，男 25 例，女 19 例，年龄范围 21-70

岁，均值（45.75±1.22）岁。

纳入标准：临床接受常规、及时治疗后伤口仍未愈

合且判定为慢性伤口者；本人及其家属对研究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合并其他功能障碍性疾病者；凝血异常

者；免疫功能障碍者；沟通障碍者；感染性疾病者。

1.2 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评估患者的创伤程度，随后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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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清创，予以湿性敷料常规换药处理。

观察组以上述为基础联合负压技术与湿性敷料，具

体如下：

（1）设备与材料。准备负压装置与湿性敷料，包括：

梯形接头、吸引连接装置、止液夹、Y 型接头、空气过

滤器、水胶体、藻酸盐等。

（2）操作。机械性清创使用无菌生理盐水反复冲洗

创口，测量伤口面积大小与深度，剪裁大小适中的湿性

敷料将伤口填充，操作时注意保证敷料与伤口充分接触，

避免留有无效腔，梯形连接管与远端深入伤口连接，引

流孔放置在湿性敷料内，由创缘向心方向引出，以透明

膜敷料封闭伤口与管路，完全粘合敷料与伤口边缘，在

伤口周围健康皮肤粘贴敷料剩余无张力部分，以形成完

全封闭的空间，随后连接负压装置，分别连接引流瓶、

负压装置与三通管两头。

（3）负压吸引。从患者具体的伤情出发，随时调

节负压确保敷料始终处于塌陷状态，负压范围 -120—

130mmHg，间断性吸引，换药结合患者伤口的渗液情况，

通常情况下，每 3-7 天更换一次，待大部分肉芽组织增

生后停止负压吸引。期间注意观察伤口状态，发现异常

及时处理。

1.3 观察指标

（1）统计组间伤口愈合时间与换药次数并比较。

（2）护理满意度：以护理效果评估护理满意度，非

常满意为显效，即肉芽 100% 覆盖，创面愈合良好；满意

为有效，即创面显著缩小，腐烂组织完全清除，渗液减

少；不满意为无效，即伤口情况无任何改善甚至加重。

1.4 统计学处理

统计学软件 SPSS 21.0，利用该软件对本次研究中的

两组数据进行分析，其中计量资料采取（x±s）表示，t

检验，计数资料应用百分比表示，χ2 检验；P ＜ 0.05 说

明数据对比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伤口愈合时间、换药次数比较

见表 1，观察组患者的伤口愈合时间短于对照组，

且换药次数少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 0.05）。

表1　两组患者的伤口愈合时间、换药次数比较[x±s]

组别 愈合时间（d） 换药次数（次）

观察组（n=44） 25.47±2.41 7.69±2.31

对照组（n=44） 36.52±8.57 19.66±6.47

t 值 8.233 11.557

P 值 0.000 0.000

2.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见表 2，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

异显著（P ＜ 0.05）。

表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n=44）
28（63.64） 14（31.82） 2（4.55） 42（95.45）

对照组

（n=44）
19（43.18） 12（27.27） 13（29.55）31（70.45）

X2 值 9.724

P 值 0.002

3　讨论

结合干性愈合理论，认为干燥的环境与大气氧是干

性愈合的必备因素，需要使用例如纱布、棉垫等干性敷

料来促进伤口愈合。而与之相反，湿性愈合理论认为创

面上皮细胞的形成与肉芽组织的生长需要湿润温暖的环

境 [2]。目前，湿性愈合在临床应用比较广泛，国内相关

领域普遍认为，伤口愈合会受到渗液的影响，保证伤口

创面干燥，以此为先决条件，提升湿性的生长环境是有

效的途径。

基于湿性理论，伤口敷料的选择非常多元，纱布、

棉垫均为传统的干性敷料，水凝胶类、藻酸盐均为湿性

敷料。结合相关研究可知，相较于干性敷料，湿性敷料

可缩短伤口愈合时间，降低伤口的渗出量，缓解疼痛，

促进护理质量与护理满意度的提升。不同的湿性敷料之

间，其特性与作用也各不相同，例如：水胶体类可自体

清创，但是对渗液较多的伤口不适用；亲水性敷料可保

持伤口湿润的环境，让敷料的有效时间更长，并且，亲

水性敷料的质地更加柔软，可有效规避敷料摩擦给伤口

造成的再次伤害，缓解患者的疼痛。慢性伤口的抗菌治

疗中银离子敷料的应用比较广泛，使用原理在于抑制例

如白介素 -5、TNF-α 等炎症因子，以此来对人体免疫调

节反应进行有效的调节，帮助伤口快速愈合 [3]。结合国

外慢性伤口护理专家的建议，针对慢性伤口的治疗，需

要遵循评估、计划、执行、咨询或培训、评价五个步骤，

结合患者创面的特征与治疗需求，对慢性伤口愈合的影

响因素从全身性与局部性两个方面进行评估，结合评估

结果选择适宜的敷料 [4]。

临床使用负压封闭技术治疗伤口的有效性已得到证

实，其优势在于改善创面血运，促进组织增生，兼具安

全性与有效性。现阶段，临床针对慢性伤口治疗护理的

研究重点在于明确伤口负压治疗与其他疗法联合治疗的

综合性疗效，从结果得知，联合治疗的效果要优于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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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相关学者对慢性伤口患者，使用封闭负压引流联

合纳米银展开为期 3 个月的治疗，结果显示，联合治疗

的效果较单一治疗更加理想。原理在于，银离子在负压

技术下可以更好的促进创面组织肉芽生长。另有相关学

者 [5] 以负压技术结合藻酸盐展开研究，结果显示，上述

治疗方式可维持伤口正常的渗液量，让敷料的有效使用

时间更长，从而达到减少感染的目的。

慢性伤口需要漫长的恢复时间，大幅度延长了患者

的住院治疗时间，进而增加了患者的病痛程度，同时加

大了医患纠纷的发生风险。借助负压吸引装置在伤口表

面形成保护膜，以免伤口暴露而发生感染的技术就是负

压技术。依照湿性愈合理论，创造湿性环境，以促进肉

芽增长来加快愈合就是湿性敷料，均是随着现代医疗技

术水平的发展而衍生出的全新伤口治疗方法，临床效果

显著，也减少伤口感染事件的发生，同时加快伤口愈合

的速度，缩短治疗时间，减轻患者的病痛，一定程度上

可降低医疗纠纷的发生概率。结合文章研究结果，观察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且伤口愈合时间短于

对照组，换药次数少于对照组，由此可知负压技术联合

湿性敷料对慢性伤口愈合的积极作用。

总结负压技术联合湿性敷料治疗慢性伤口的优势：

（1）促进主动引流，帮助肉芽生长；（2）在负压技术下

伤口被完全封闭，减少了感染的发生；（3）及时、彻底

的引流；（4）负压技术联合湿性敷料可以减少换药次数，

减轻患者病痛的同时，减轻了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伴

随着湿性敷料在伤口治疗中的应用，其优势也逐渐显现。

湿性敷料可以显著增加皮肤表皮细胞的迁移速度，有效

调节创面的氧张力，在湿润的环境中，毛细血管可以更

好的生长，并且为创面提供更多的营养物质，以免大量

的炎症因子释放，加快坏死组织的溶解与吸收，保护神

经末梢，减轻患者的疼痛。除此之外，湿性敷料的吸收

能力较强，可以在保证环境湿润的同时起到积极的抑菌

作用，从而降低感染率。因而，文章研究中接受负压技

术联合湿性敷料护理的观察组患者获得了更加理想的治

疗效果，这一研究结果与相关学者研究结果一致 [6]。

对于慢性伤口护理，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结合负

压技术和湿敷，可以加速伤口愈合，让患者有更高的护

理满意度评价，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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