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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外伤感染患者创面修复治疗中封闭式负压引流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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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手外伤感染患者创面修复治疗中使用封闭式负压引流的效果。方法：根据就诊时间范围将手外伤患者作为案例，从 2022

年 4 月-2023 年 4 月中选出 80 例患者按照传统治疗和封闭式负压引流方法分成两组，每组 40 例，对比两组治疗效果和康复指标，分析两

组患者二次手术概率。结果：在对比效果中观察组明显治疗效果显著，同时创面愈合、抗菌药使用和住院等时间用时较少，并且二次手术

概率较低，对比结果存在显著差异（P＜0.05）。结论：手外伤感染患者在进行创面修复治疗中实施封闭式负压引流，其效果得到提升的同

时，缩短患者治疗时间，减少患者二次手术概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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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外伤是日常生活中较为频发的机体损伤疾病，主要分为分闭

合性损伤和开放性损伤，前者主要是血液循环异常，使其皮下组织

肿胀，软组织或者远端肢体坏死，后者则是手部外伤，伴随着疼痛、

畸形以及出血等现象和症状[1]。手外伤缺损部位主要表现为肌腱、

皮肤或者肌肉组织缺损，所以在出现手外伤的情况下应及时对患者

进行诊疗，防止局部出现坏死或者感染，保护手部功能和外形[2]。

手外伤感染治疗难度和面积普遍较大，病灶较深，容易引发患者出

现全身感染或者骨髓炎等疾病[3]。传统换药是常规治疗方法，但是

该种治疗方法时间较长，无法将感染进行有效控制，因此临床引进

封闭式负压引流对患者实施治疗，使用可持续性或者间歇性对创面

产生压力，修复感染创面[4]。基于此，针对 80 例手外伤感染创面修

复治疗的患者实施封闭式负压引流治疗，对其产生的效果进行阐

述，详情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收治的手外伤患者进行研究，选取时间范围在 2022 年 4

月-2023 年 4 月，从中选出 80 例按照不同治疗方法分成对照组和观

察组，前者 40 例患者采用的是传统治疗方法，男性共计 30 例，女

性共计 10 例，年龄范围在 20-71 岁，均龄（45.52±10.52）岁，后

者 40 例患者采用的是封闭式负压引流治疗方法，其中包含 27 例男

性和 13 例女性，年龄区间是 22-70 岁，均龄（46.01±11.74）岁，

两组资料中并未出现差异性（P＞0.05），可对比。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的是传统换药治疗措施，每天1-2次换药操作，

使用的是庆大霉素盐水对创面进行冲洗，外敷材料是皮维碘纱布，

等到患者手部肉芽良好长出之后停止换药，结合感染控制效果对皮

瓣进行二期修复对症治疗措施。 

观察组实施的是封闭式负压引流治疗，清除和消毒创面之后，

将坏死或者变性软组织进行清除，同时根据创面大小选择引流装

置，使用生物贴膜紧贴创面，经吸引器详细评估负压装置运行的可

能性，观察有无漏气情况进行手术治疗。术后对患者进行抗感染治

疗 3-5 天，结合患肢感染程度更换合理的引流装置，以创面肉芽组

织面积和数目作为标准，使用封闭式负压引流材料全面覆盖感染创

面。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效果，通过患者创面愈合程度对其进行显

效、有效和无效的评价。患者创面愈合在 85%以上视为显效，创面

愈合在 50%以上是为显效，患者创面愈合在 50%以下甚至大面积感

染症状产生视为无效。 

对比两组康复指标，通过患者创面愈合时间、抗菌药使用时间

以及住院天数进行统计，同时对比两组患者二次手术率。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使用的是 SPSS20.0 软件，其中计量和计数分别使用均

数±标准差和百分比，检验使用的是 t 检验、X2 检验，统计学意义

表示为 P＜0.05。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效果 

如表 1 所示，观察组患者治疗效果是 95.00%，对照组效果是

80.00%，对比结果存在差异（P＜0.05）。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0 30（75.00） 8（20.00） 2（5.00） 38（95.00） 

对照组 40 28（70.00） 4（10） 8（20.00） 32（80.00） 

X2 值     4.113 

P 值     0.042 

2.2 对比两组康复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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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指标如表 2 所示，观察组用时低于对照组，对比结果存在

差异性（P＜0.05）。 

表 2 两组康复指标对比 

组别 例数 创面愈合时间（d）抗菌药使用时间（d） 住院时间（d）

观察组 40 17.21±2.37 6.05±1.22 15.29±6.22 

对照组 40 27.52±4.38 12.53±2.56 28.34±9.31 

t 值  13.093 14.451 7.371 

P 值  0.000 0.000 0.000 

2.3 对比两组二次手术率 

观察组患者二次手术率是 2.50%（1/40 例），对照组二次手术

率是 17.50%（7/40 例），两组对比差异是（X2=5.000，P=0.025）。 

3 讨论 

手外伤是皮肤损伤常见的病症，通常情况下是由于外界刺激或

者创伤所导致，手外伤会导致患者手部皮肤、肌腱、肌肉等组织出

现缺损状态，一旦处理不及时，会出现局部感染或者坏死，使得患

者局部功能出现缺陷[5]。该种疾病的产生通常会伴随着感染症状，

需要对患者进行定时换药，同时清除创面脓液，促进患者手外伤康

复。但是手外伤感染的伤口通常较大，并且偏深，常规换药清创无

法彻底清除感染病灶，所以需要使用引流工具[6]。科学使用引流工

具，可清除坏死组织和分泌物，常用引流管其堵管和管道松动概率

较高，容易增加患者感染概率。封闭式负压引流是临床现有的新型

引流工具，该种引流设备可在封闭状态下改善患者创面微环境，对

创面渗出的脓液起到较高的引流效果，可加速患者手外伤感染部位

坏死组织和变性物质的排出，消灭创面部位细菌，阻断外部环境对

创面的影响，同时缓解患者水肿。封闭式负压引流可湿润创面，调

节血液循环的同时，恢复创面供养和供血等功能[7]。封闭式负压引

流可实现全方位引流，让患者在舒适体位的状态下进行清创，并且

管腔堵塞现象和风险较小，引流通畅性较为理想，使用生物半透膜

进行治疗，为其创面提供保护屏障，避免外界细菌进入创面，同时

对患者创面进行可持续性和针对性的清除效果，将细菌感染源彻底

吸出，预防患者出现全身性炎症。 

在研究分析中可显著发现，对患者实施封闭式负压引流治疗，

明显效果得到提升，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患者出现二次手术概

率，在研究中观察组患者二次手术率是 2.50%，对照组则是 17.50%，

两组对比差异是（X2=5.000，P=0.025）。同样在效率上观察组总有

效率是 95.00%，对照组是 80.00%，对比结果存在差异性（P＜0.05）。

康复指标对比分析中，观察组患者创面愈合时间、抗菌药使用时间

以及住院时间用时均小于对照组，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

根据结果显示，手外伤感染患者采用封闭式负压引流治疗，可有效

提升创面恢复，并且最大程度恢复组织学形态，改善创面外观，并

且证实本次研究的作用和意义。封闭式负压引流可将整个创面处于

全封闭状态，为创面建立修复的微环境，促进创面愈合，同时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分泌物或者脓液的引流，将坏死组织进行排出，隔绝

感染机会，在轻微水肿的程度上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创面的供

氧和供血能力，封闭式负压引流使用的敷料，可改变细胞功能和形

态，对其血管生成起到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对手外伤感染创面修复患者实施封闭式负压引流治

疗，可将患者治疗时间和愈合时间缩短，修复效果较为理想的情况

下，减少患者二次手术概率，为患者治疗起到一定的作用和意义，

值得临床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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