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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康复治疗理念认为烧伤康复治疗应贯穿于整个

烧伤治疗过程，需尽早进行烧伤康复干预，以缓解患者

疼痛和瘢痕增生，提高患肢功能及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

从而进一步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及生活水平，使患者可

以逐渐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 [1]。烧伤创面易发生色素沉

着和形成瘢痕，严重影响人体的美观和功能，不但严重

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且可增加人群伤残调整寿命年，

不利于患者的生命健康 [2]，同时也会给患者造成较为严

重的心理负担，以至于在身心两方面使患者遭受痛苦。

相关临床实践证明，压力治疗对增生性瘢痕的生长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因此可通过压力治疗来控制烧伤患者瘢

痕的产生，减少对于患者外观等方面的负面影响 [3]。大

含个性化衬垫的“钩扣型”烧伤患者

用“横纹”弹力衣制作与改良探讨

白桂花1　张小荣2

1.中部战区空军医院护理部　山西大同　037006

2.中部战区空军医院皮肤烧伤整形科　山西大同　03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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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文献报道：压力治疗是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

同时是治疗烧伤后增生性瘢痕的首选非手术治疗方法 [4]。

压力治疗主要利用弹性织物对于患者产生瘢痕位置的连

续性压迫，从而对瘢痕的产生实现良好的预防和治疗的

效果，可以较好地防止瘢痕出现增生，同时可能造成的

不良反应相对较少，临床治疗安全性高，并且不容易对

患者造成二次伤害，可以较好地对患者起到必要的保护

作用。作为当前临床应用最为普遍的有效治疗瘢痕增生

的方法，压力疗法在抑制瘢痕增生方面的治疗效果已经

经临床验证，且取得较好的反馈 [5，6]。弹力衣指的是烧

伤患者穿戴的衣物，通常多采用氨纶、尼龙、橡胶、棉、

涤纶等纤维混纺织物进行制作，并且通常要求全天穿着，

来更好地保证临床治疗效果，这也是临床中治疗瘢痕常

用的压力疗法之一。

一、目前弹力衣存在不足

1. 弹力衣布料可简单分为“横纹”和“竖纹”两种。

“横纹”弹力衣布料对瘢痕的压力效果最好，但是这一

情况往往没有引起医务工作者的重视。

2.瘢痕凹陷处（指蹼、锁骨等）往往不能收到确切可

靠的压力，瘢痕增生严重，而且每个患者烧伤部位不同，

瘢痕增生情况不同，临床治疗中个性化定制效果欠佳。

3. 弹力衣的常见闭合方式为“粘扣型”或者“拉

链”。“粘扣型”闭合方式的缺点为使用一段时间后，粘

扣粘性消失，容易崩开；“拉链”闭合方式的缺点为拉链

处压力小，且金属拉链容易损伤皮肤。

二、弹力衣量身定制技术设计

1. 所述的一种含个性化衬垫的“钩扣型”烧伤患者

使用的“横纹”弹力衣，包括“横纹型”弹力衣主体、

个性化衬垫和“钩扣型”闭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弹力衣主体采用量身定制的“横纹型”弹性透气布料，

所述个性化衬垫采用热塑聚氨酯垫，所述“钩扣型”闭

合装置内侧添加棉质衬垫。

2. 所述的一种含个性化衬垫的“钩扣型”烧伤患者

用“横纹”弹力衣，其特征在于：所述“横纹型”弹性

透气布料为透气高弹性布料，所述“横纹”指布料纹路

垂直于肢体。

3. 所述的一种含个性化衬垫的“钩扣型”烧伤患者

用“横纹”弹力衣，其特征在于：所述热塑聚氨酯垫需

根据需要压迫的部位进行个性化定制。

4. 所述的一种含个性化衬垫的“钩扣型”烧伤患者

用“横纹”弹力衣，其特征在于：所述棉质衬垫用于

“钩扣型”或者“粘扣型”闭合装置内侧，也可用于重

要血管、神经等经过的关节部位。

下面结合图 1-6 对本使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进

一步的详细说明：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的指蹼热塑聚氨酯衬垫设计示意

图。

图 2 为本实用新型的手背拉练设计示意图。

图 3 为本实用新型的侧位拉练设计示意图。

图 4 为本实用新型的“钩扣型”闭合方式设计示意

图。

图 5 为本实用新型的“粘扣型”闭合方式设计示意

图。

图 6 为本实用新型的个性化设计和棉质衬垫设计示

意图。

弹力衣量身定制技术设计的具体实施方式如下：

下面给出的实施案例拟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但不能理解为是对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的限制，本领域

技术人员根据本实用新型内容对本实用新型的一些非本

质的改进和调整，仍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在图 1 中，热塑聚氨酯衬垫根据指蹼形状设计，用

于压迫指蹼处瘢痕，防止指蹼瘢痕挛缩畸形。

在图 2-3 中，根据患者瘢痕具体分布情况，可将拉

练设计于手背、尺侧、桡侧等部位，其中拉练内部设计

棉质衬垫，避免直接接触人体。

在图 4 中，用于压迫头部、面部、颈部等部位的弹

力头套将闭合处设计于枕部，闭合装置为“钩扣型”，以

提高闭合力，确保压力持续。

在图 5 中，用于压迫头部、面部、颈部等部位的弹

力头套将闭合处设计于枕部，闭合装置为“粘扣型”，该

闭合装置穿戴、脱下均方便，适用于需要经常更换的儿

童患者，或者临时佩戴患者，不足之处为“粘扣”容易

自行脱开。

在图 6 中，用于压迫头部、面部、颈部等部位的弹

力头套根据耳、鼻、目等器官位置进行个性化设计，颈

部、下颌、闭合处等部位以设计棉质衬垫。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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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弹力衣量身定制改良后优点

通过量身定制确定适合不同个体需求，透气高弹性

布料在保证足够压力的同时提高穿着舒适性，个性化衬

垫为热塑聚氨酯材料，确保指蹼、锁骨等身体凹陷处的

瘢痕压力效果，“钩扣型”闭合方式确切可靠，明显优于

“粘扣型”闭合装置，患者穿脱弹力衣均较为方便，舒

适度相对较高，适合伤病患者使用，另外，此种弹力衣

结构简单，易操作，重量轻，成本低，实用性非常强，

十分方便医务工作人员和患者的操作使用，在临床拥有

较好的使用意义。

在实际临床治疗中，烧伤康复治疗主要为瘢痕康复，

一般创面愈合时间超过 2 周即可出现瘢痕增生，1 个月左

右瘢痕变明显，3-6 个月瘢痕增生显著，具体表现为愈合

部位持续加重的充血发红、发硬、隆起、表面高低不平、

紧绷感并伴瘙痒疼痛，可出现明显的毛细血管增生，对

于患者有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7-9]。瘢痕的康复治疗主要

是防止肥厚性瘢痕和保护关节功能，减少功能障碍 [10-12]，

促进患者的恢复，使患者获得较为良好优质的预后，在

实际治疗中，其康复方式主要为压力治疗、矫形器治疗、

外用抑制瘢痕及色素的药物治疗、加压疗法、可塑夹板

等方法进行烧伤康复的抗瘢痕治疗，以便进一步减少瘢

痕的痛痒感，改善患者的实际状况 [13-15]。临床研究显示，

恰当的压力治疗对烧伤后减轻瘢痕增生和改善功能起到

重要作用，因此可对于烧伤患者采用压力治疗来帮助减

少瘢痕的增生，同时可以此为基础为烧伤患者设计科学

优质的弹力衣，帮助患者更好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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