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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创伤及感染创面应用负压封闭引流的效果

郑继万

云南省德宏州人民医院 云南 德宏州 678400

【摘  要】：目的：探讨骨科创伤及感染创面应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现随机选取 2019年 7月 -2022

年 8月期间就诊于我院的四肢开放性骨折伴创面感染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共计纳入 90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法将其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均纳入 45例，对照组患者治疗方案为传统换药方式，观察组则采取负压封闭引流技术进行治疗，

对两组患者的临床康复情况进行对比和分析。结果：观察组患者的创面愈合时间和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 0.05）；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炎性因子（CRP、降钙素原和血沉）水平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为

97.78%，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6.67%，组间数据差异显示（P＜ 0.05）。结论：骨科创伤及感染创面应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

可有效缩短患者创面康复时间，促进康复，临床应用效果较好，值得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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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Negative Pressure Sealing and Drainage in Orthopedic Trauma and Infection 
W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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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negative pressure closed drainage in orthopedic trauma and infection. 

Methods: now randomly selected during July 2019-August 2022 in our hospital patients with limb open fracture with wound infection 

as the study object, a total of 90 patient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method is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each group in 45 cases, control group patients treatment for traditional dressing way, observation group with negative pressure 

closed drainage technology, the clinical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of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Results: The wound 

healing time and hospital tim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the treated inflammatory factors 
(CRP, procalcitonin and sedimentation rate)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The response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7.78%,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86.67%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ata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was shown (P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negative pressure closed drainage technology in orthopedic trauma and 

infection wound can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rehabilitation time of patient wound, promote rehabilitation, and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is good, which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Keywords: Orthopaedic trauma; Infection wound; Negative pressure closed drainage

骨科创伤类型多种多样，临床比较多见的则以四肢开

放性骨折损伤，主要创伤原因为意外事故。低于开放性骨

折患者来讲，其创面很容易出现感染的情况 [1]。对于创伤

出现感染之后，需要及时采取合适的干预措施，避免感染

加重，出现并发症，影响骨折预后。对于创面感染的传统

干预方式为持续性创面换药，等待创面长出新鲜肉芽组织

后在进行植皮治疗 [2]。本方法虽然能够获得一定的干预效

果，但是对于创面面积较大的患者，其康复时间则较长，

如果护理不佳还可能导致其他并发症的发生，因此，找到

合适的治疗方法对患者和临床来讲均具有重要意义 [3]。负

压封闭引流是治疗创面感染的新方法，在相关研究中均显

示了其良好的干预效果，为了进一步研究其在骨科创伤感

染创面中的干预效果，笔者在本次研究中将 2019 年 7 月

-2022 年 8 月期间就诊于我院的四肢开放性骨折伴创面感

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观察负压封闭引流的具体应用效果，

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现随机选取 2019年 7月 - 2022年 8月期间就诊于我院

的四肢开放性骨折伴创面感染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共
计纳入 90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均纳入 45例。观察组中包括男性患者 22例，女
性 23例，年龄 35- 68岁，平均（51.5± 2.6）岁；创面面积
25- 75cm2，平均（50.3± 15.9）cm2。对照组中包括男性患
者 24例，女性 21例，年龄 35- 70岁，平均（52.5± 2.8）
岁，创面面积 26- 73cm2，平均（49.5± 12.3）cm2。两组一
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可进行组间对比。
纳入标准：患者出现骨创伤的同时出现创面感染；年龄在
18- 80岁之间；可配合治疗的患者。排除标准：合并非创
面部位的感染；合并糖尿病或者下肢动脉鼻塞症；存在凝
血功能障碍或者恶性肿瘤；存在精神疾病或者意识障碍的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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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方法
对照组患者治疗方式为传统换药、缝合和植皮治疗，

具体实施方法如下：首先对感染创面根据情况进行创面处
理，同时保持重要血管、肌腱以及骨块，对创面进行湿敷，
然后进行常规外科敷药，对分泌物进行药敏试验后，根据
药敏结果采取合适的抗生素治疗。观察组患者采取负压封
闭引流技术，首先对创面进行清创处理，然后进行消毒，
消毒完全之后选用和创面面积大小合适的一次性负压封闭
引流护创材料。将材料覆盖在创面上，并固定引流装置，
在其外面覆盖半透性贴膜，覆盖面积需要超过创面面积的
3- 5cm2，再连接医用负压器进行吸引，压力值设定为 40-
70kPa。在进行负压吸引过程中，如果出现气体或者液体则
需要暂停吸引，并重新覆盖贴膜。连续性负压吸引2- 3天，
每隔5天检查一次创面，如果创面发出了新生的肉芽组织，
则需要停止负压引流，并继续进行植皮治疗。

1.3疗效观察
1.3.1炎性因子水平对比
评 价 指 标 包 括 C- 反 应 蛋 白（C- reactiveprotein，

CRP），降钙素原和血沉。
1.3.2康复评价

统计两组患者创面愈合时间和住院时间。
1.3.3治疗有效率对比
经治疗后，90% 以上的创面得到恢复，显效：经治疗

后，50%- 89% 创面得到恢复，肉芽组织生长良好；无效：
治疗后，仅有 20% 及以下的创面得到恢复，肉芽组织生长
速度缓慢或者无生长。治疗有效率 =（显效 +有效）/总例
数 × 100%。

1.4统计学方法
将调查中的相关数据输入到 SPSS22.0统计学软件包予

以处理，计数资料应用 n（%）描述，计量资料应用 (
x

± s) 描述，组间经 t和 x²检验，当差异在 P<0.05时，说明
存在临床可比意义。

2 结果
2.1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炎性因子水平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CRP、降钙素原和血沉水平差异

较小（P＞ 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CRP、降钙素
原和血沉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组间数据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炎性因子水平对比 ( x ±s)

组别 例数
CRP（mg/L） 降钙素原（pg/ml） 血沉（mm/h）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5 17.62±1.10 7.32±1.16 15.85±2.05 8.14±2.71 25.21±3.51 8.01±3.49

对照组 45 17.62±1.10 10.13±2.16 16.74±3.64 10.85±4.95 23.27±2.16 13.98±3.41

t 5.662 8.564 12.851 6.980 5.471 5.774

p 0.855 0.000 0.946 0.000 0.746 0.000

3 讨论
骨科创伤患者一般情况下都会伴随不同程度的创面感

染问题，在感染情况下创面则不容易愈合，如果治疗效果

不佳则还可能导致其他并发症。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是治疗

创面感染的新方法 [4]，其主要是通过带有多个引流管的无

菌医用敷料对创面进行全覆盖和填充，再使用半透膜敷料

进行覆盖，形成创面局部封闭环境，再此基础之上进行负

压引流，促进创面分泌物的流出，进而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促进肉芽组织的生长，达到创面愈合的效果 [5-6]。针对骨科

创伤合并感染的治疗，临床首先要对患者的感染情况进行

了解，确定能够应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以获得理想的干

预效果。在本次研究中显示，观察组患者的创面愈合时间

要短于对照组，从创面感染情况上来看，其 CRP、降钙素

原和血沉水平也要低于对照组，结果证实了本方法在控制

创面感染方面的优势。负压封闭引流技术主要是依赖于泡

沫材质高分子材料，采用负压引流，在微孔海绵的作用下，

将创面分泌物进行引流。高分子材料的泡沫孔直径一般在

0.2-1mmm，和海绵相比，其组织相容性比较好 [7-8]，且不

存在免疫活性问题，其透水性和吸附性相对于常规敷料均

较好 [9-10]。由于负压引流材料表面分布比较均匀，因此引

流效果会更好。半透性粘贴膜有效的引流区和外界隔离开，

有效的避免了环境较差感染的问题，有效的促进了创面的

恢复。在负压引流过程中，会在创面表面形成一个负压且

清洁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毛细管会更好的增生和扩张，

有效的消除了水肿，并促进了细胞增生和恢复 [11-12]，以促

进肉芽组织的生长，达到创面快速愈合的目的。通过本次

研究发现了负压封闭引流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

一：其能够有效改善局部组织血液循环问题；第二：能够

有效促进康复细胞的增殖，并促进创面肉芽组织的生长。

同时能够改善创面水肿问题，并促进了细菌和坏死组织的

清除效果。由于负压封闭引流是一个完全封闭的负压吸引，

因此不需要频换药，这样既减轻了患者的换药痛苦，同时

也降低了换药期间可能带来的环境感染，达到了快速促进

愈合面康复的效果。

在本次研究中可以看出，观察组患者的创面愈合时间

和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结果证明了采用负压封闭引流

技术后，患者创面愈合时间短，住院时间也有所缩短，这

与负压吸引过程中促进肉芽生长有一定的关系。由于负压

封闭引流技术是都通过应用 VSD 材料对创面进行持续的负

压引流，进而能够促进创面组织的清除，能够及时的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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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组织出现的渗出液、坏死液和细菌及时排出病灶，有效

的消灭了死腔，减轻了局部水肿，降低了组织细菌感染程

度，更利于创造肉芽生长环境。另外在负压封闭引流过程

中还有效的促使细胞发生形变从而有利于蛋白质及生物大

分子的合成 , 促进细胞增殖。利用 VSD 的负压将多余的细

胞间质的液体吸出 , 使组织充盈度降低 , 减轻了血管后负荷 ,

有利于改善毛细血管循环及血流速度 , 提高了创面周围局

部循环和血氧水平。愈合时间的缩短不仅仅减轻了患者的

身体不适感，同时也减轻了心理负担，同时也减轻；了患

者的经济压力，让患者能够更好的配合治疗，尽快康复。

虽然在本次研究中获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也存在一

定的不足，样本数选取较少，且没有对远期治疗效果进行

进一步分析，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将进一步扩大样本量，

对远期治疗效果进行进一步观察，以更加客观、科学的对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方案进行评价。

综上所述，骨科创伤及感染创面应用负压封闭引流技

术可有效缩短患者创面康复时间，促进康复，临床应用效

果较好，值得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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