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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换药护理中运用湿性敷料对糖尿病足患者实施护理的效果。方法：分析对象选择于 2018.4~2019.4 期间我院接收的 96 例

糖尿病足患者，抽签方式分组分析，48 例运用湿性敷料进行换药护理的患者归纳为实验组，而 48 例运用传统换药护理的患者归纳为对照

组，对实验、对照 2 组护理效果进行比对和分析。结果：相较于对照组，实验组总护理有效率得以明显提升，2 组比较差异符合统计学意

义评价标准（P<0.05）；相较于对照组，实验组患者临床症状缓解时间缩短，2 组比较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评价标准（P<0.05）；相较于对照

组，实验组患者住院时间缩短明显，2 组比较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评价标准（P<0.05）。结论：换药护理中运用湿性敷料对糖尿病足患者实

施护理获得了理想的效果，适合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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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上糖尿病足是一种糖尿病并发症，且较为常见，其临床

表现为肌肉萎缩、足部疼痛、皮肤干燥等，伴随病情发展会发生骨
髓炎、溃疡、感染等严重症状，限制患者活动，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糖尿病足在临床治疗中不但要抗感染治疗，对血糖进行有效控
制，同时对足部进行换药护理也要特别重视，而换药方式极其关键。
我院在护理实践中发现湿性敷料的运用效果较为理想，本研究对湿
性敷料的运用效果进行进一步评价，评价结果作如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分析对象选择于 2018.4~2019.4 期间我院接收的 96 例糖尿病足
患者，抽签方式分组分析，48 例运用湿性敷料进行换药护理的患者
归纳为实验组，组中男、女患者的比例为 26:22，平均年龄为（53.25
±2.18）岁（42~70 岁）；而 48 例运用传统换药护理的患者归纳为
对照组，组中男、女患者的比例为 28:20，平均年龄为（54.15±2.20）
岁（41~69 岁），2 组患者资料中数据信息经统计学处理，不符合统
计学意义评价标准（P>0.05），可比性增强。 
1.2 方法 

实验组患者运用湿性敷料进行换药护理，以患者病情时期不同
对敷料进行合理选择，处于黑期的患者，敷料运用水凝胶敷料；处
于红期的患者，贴敷含银敷料，覆盖运用水胶体敷料；处于黄期的
患者，贴敷含银敷料【1】。敷料覆盖上无菌纱布，固定采用绷带，以
患者渗液情况为依据对患者实施换药，患者一旦存在较多的渗液
量，换药时间为 1~2d，较少的渗液量，换药时间则为 3~5d。患者
一旦溃疡严重，且发生缺血性溃疡，清洗处理之后，将清创胶涂抹
于坏死组织上，在创面覆盖银离子敷料，渗出液被银离子敷料所吸
收，释放银离子，可维持 3h 的杀菌效果，防止微生物对创面造成
侵袭，将伤口异味尽量减少，以患者渗液情况为依据，包扎采用纱
布、棉垫或者泡沫敷料，泡沫敷料主要应用于有较多渗液的患者中。 

对照组则运用干性敷料进行换药护理，伤口运用纱布、油纱覆
盖，针对潜行性伤口的患者，对碘仿纱布进行运用实施填塞操作，
覆盖应用无菌纱布，包扎运用绷带，以患者渗液情况为依据进行换
药处理。 
1.3 评价指标 

本研究评价指标为护理效果（患者溃疡、坏疽等临床表现已经
基本消失，分泌物不存在，伤口已经愈合评价为显效；患者临床症
状改善明显，新生肉芽组织出现，分泌物明显较少，伤口 75%以上
愈合评价为有效；护理前后分泌物和临床表现无变化或恶化评价为
无效。），对 2 组患者临床症状缓解时间、住院时间进行记录。 
1.4 统计学方法 

实验组和对照组比较数据分析运用统计学软件 SPSS21.0，计量
数据（ x ±s）和计数数据[n(%)]分别运用 t 和 X2 进行验证，统计学
意义评价标准为 P<0.05。 
2 结果 
2.1 对比实验、对照 2组护理实施效果 

相较于对照组，实验组总护理有效率得以明显提升，2 组比较
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评价标准（P<0.05），详情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2 组护理效果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48 19（39.58） 26（54.17） 3（6.25） 93.75 
对照组 48 15（31.25） 21（43.75） 12（25.00） 81.25 

X2     6.4000 
P     <0.05 

2.2 对比实验、对照 2组临床症状缓解时间和住院时间 
相较于对照组，实验组患者临床症状缓解时间缩短，2 组比较

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评价标准（P<0.05）；相较于对照组，实验组
患者住院时间缩短明显，2 组比较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评价标准
（P<0.05），详情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2 组临床症状缓解时间和住院时间对比（ x ±s，d） 
组别 例数 临床症状缓解时间 住院时间 

实验组 48 5.16±1.35 14.25±1.25 
对照组 48 6.30±1.25 33.15±2.15 

t  4.2929 52.6517 
P  <0.05 <0.05 

3 讨论 
糖尿病足致病因素为感染、神经病变、血管病变等，溃疡、坏

疽出现在糖尿病患者足部，严重者会留下残疾，不但对患者日常生
活造成影响，同时也对患者生命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糖尿病足在
近些年来发病率呈现增长明显的情况，然而由于患者对糖尿病足认
知较低，就诊不及时，使得最佳治疗时机被延误，使得疼痛增加，
同时也增加了治疗和护理的难度。糖尿病足在临床治疗中主要以控
制血糖水平、抗感染治疗、换药治疗等。干性敷料为传统换药方法，
应用油纱或者纱布，经济，可对渗液积聚进行预防，然而却会造成
局部干燥，导致伤口发生黏连情况，对新生肉芽组织造成了破坏，
延长了伤口愈合时间，随之要提升疼痛感，另外，过氧化氢的运用
对纤维细胞有损伤作用，也对伤口愈合造成影响。而湿性敷料依据
患者病情对敷料进行合理选择，创面附近皮肤保持干燥和清洁，而
创面保持湿润，可对坏死组织进行清除，对异物侵袭进行阻隔，止
痛、止血效果明显，同时低氧环境的形成，可加快纤维细胞成长，
大量生长因子从巨噬细胞中释放出来，血管形成也得以加快，迅速
形成肉芽组织，促进伤口愈合。另外，湿性敷料换药，患者疼痛会
显著缓解，可对炎性物质进行有效清除，为再次换药奠定了较好的
基础。并提醒糖尿病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要将足部护理重视度提升，
以此将发生率降低。本研究结果中显示：运用湿性敷料进行换药护
理获得了 93.75%的护理有效率，而运用干性敷料进行换药护理获
得了 81.25%的护理有效率，同时运用湿性敷料也缩短了症状缓解
时间，也大大促进了住院时间的缩短，换药效果满意。 

综上所述，换药护理中运用湿性敷料对糖尿病足患者实施护理
获得了理想的效果，可促进患者快速康复，适合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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