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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积烧伤是一种严重的损伤 , 由于烧伤面积大 , 引起

机体电解质紊乱 , 各种功能失调 , 对患者造成致命威胁。而

大面积烧伤的治疗时间较长 , 日常生活中的局部摩擦以及细

菌感染等情况 , 均会导致病情反复 , 难以治愈 , 不仅给治疗

带来了难度 , 也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痛苦［1］。本问研究复方

多粘菌素 B 软膏联合纳米银医用抗菌敷料用于大面积烧伤患

者残余创面的治疗 , 发现其效果显著 ,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本次 40 例研究对象共计 80 个创面均为

2011 年 2 月 ~2013 年 2 月期间本院收治的大面积烧伤经治

疗后残余创面的患者。所有患者自愿参加本次研究并签字同

意 , 本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将所有患者随

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 各 20例。观察组中男11例 , 女 9例 , 

年龄 21~65 岁 , 平均年龄 (41.5±8.8) 岁 ；对照组中男 10 例 , 

女 10例 , 年龄 20~66岁 , 平均年龄 (41.2±8.6) 岁。纳入标准：

①经过 4 周治疗后残余创面未愈合的患者 ；②单个残余创面

<162 cm。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两组患者创面均用生理盐水联合过氧化氢以1∶1

的比例进行清洗。观察组患者使用复方多粘菌素 B 软膏对创

面进行涂抹 , 用凡士林进行覆盖后纳米银医用抗菌敷料进行

包扎 , 2~4 次 /d, 治疗 2 周。对照组患者使用 10% 聚乙烯吡

酮碘软膏对创面进行涂抹 , 用凡士林进行覆盖后使用无菌纱

布包扎 , 2~4 次 /d, 治疗 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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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多粘菌素 B软膏联合纳米银医用抗菌敷料治疗
大面积烧伤残余创面的临床研究

周伟明

【摘要】　目的　观察大面积烧伤残余创面使用复方多粘菌素 B 软膏联合纳米银医用抗菌敷料进行

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　40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 , 所有患者经治疗后每例患者残余创面 2 个 , 共计 80 个

创面。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 各 20 例。观察组共计 40 个创面使用复方多占菌素 B 软膏联合纳

米银医用抗菌敷料治疗；对照组共计 40 个创面使用 10% 聚乙烯吡酮碘软膏联合灭菌纱布包扎治疗。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治疗有效率 95.0% 高于对照组患者 77.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在创

面愈合时间的对比上 , 观察组更优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不良反应发生率也更小 ,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P<0.05) ；且细菌清除率高达 94.44% 大于对照组 47.0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复

方多粘菌素 B 软膏联合纳米银医用抗菌敷料在治疗烧伤残余创面时效果显著 , 操作方法简便 , 值得在基

层医院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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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观察指标　2 周后观察两组患者创面愈合情况、不良

反应情况等。

1. 4　疗效评定标准　根据治疗标准［1］, 治愈 ：治疗后创面

完全上皮化 ；有效 ：治疗后创面缩小 50% 以上 ；无效 ：治

疗后创面缩小50%以下或未见效果。总有效率=(痊愈+有效)/

总例数 ×100%。

1. 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 x-±s) 表示 , 采用 t检验；

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 采用χ2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治疗情况两组患者治疗后 , 观察组、对照组患者治疗

有效率分别为 95.0%、77.5%,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2. 2　创面愈合时间观察组患者创面愈合时间平均 (9.6±1.2)d, 

对照组患者创面愈合时间平均 (12.1±1.5)d, 两组对比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t=-5.820, P<0.05)。
2. 3　不良反应　观察组 1 例患者出现轻微局部瘙痒 , 对症

处理后症状消失 ,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5%(1/20) ；对照组 3 例

患者出现创面轻微刺激 , 1 例患者出现创面红肿 , 经对症处

理后症状消失 ,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0%(4/20), 两组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10.286, P<0.05)。
2. 4　创面细菌清除情况　进行细菌学检查后发现 , 观察组

治疗前共检查出细菌感染 18 例 , 治疗后仅为 1 例 , 清除率高

达 94.44% ；对照组治疗前共检查出细菌感染 17 例 , 治疗后

感染为 9 例 , 清除率仅为 47.06%。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χ2=54.239, 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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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情况对比 (n, %)

组别 创面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0 28 10 2 95.0

对照组 40 20 11 9 77.5

χ2 12.912

P <0.05

表 2　两组患者创面细菌清除情况对比 (n, %)

组别 时间 金黄色葡萄球菌 铜绿假单胞菌 变形杆菌 大肠埃希菌 溶血链球菌 合计 清除率

观察组 治疗前 7 6 3 1 1 18 94.44a

治疗后 0 1 0 0 0 1

对照组 治疗前 6 6 2 2 1 17 47.06

治疗后 5 3 1 0 0 9

注 ：与对照组相比 , aP<0.05

3　讨论
大面积烧伤患者由于治疗时间长 , 皮肤受损严重 , 导致

极易感染 , 病情反复 , 难以治愈。在临床上常使用聚乙烯吡

酮碘来进行对细菌感染和创面愈合的控制。但经过临床验证

发现其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复方多粘菌素 B 软膏含有大量的硫酸多粘菌素 B、杆菌

肽、盐酸利多卡因和硫酸新霉素。其中硫酸多粘菌素 B 可改

变细菌细胞膜的通透性 , 起到导致细菌死亡的功效 , 尤其对

于铜绿假单胞菌、嗜血杆菌等效果显著。而杆菌肽可抑制细

胞壁上蛋白的合成 , 达到杀菌效果 , 尤其对于金黄色葡萄球

菌等革兰阳性菌效果显著。而硫酸新霉素可以阻碍细菌核糖

体中蛋白质的合成 , 影响细菌的遗传密码 , 导致细菌错读遗

传密码而死亡。而纳米银敷料在隔绝创面的基础上 , 可快速

释放大量纳米银离子 , 加强细菌清除效果［2］。本文研究中发

现 , 观察组在治疗有效率、治疗时间、不良反应及细菌清除

率上均优于对照组 (P<0.05), 与熊玮等［3］的研究相符。

综上所述 , 复方多粘菌素 B 软膏联合纳米银医用抗菌敷

料在治疗烧伤残余创面时效果显著 , 不良反应少 , 细菌清除

率高 , 值得在基层医院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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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肠癌是临床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 , 与人们的饮食习

惯、生活方式有直接关系 , 中、低位直肠是大肠癌多发部位 , 

且治疗难度较大。外科手术为临床常用的治疗方法 , 但术后

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较大 , 且局部复发率较高 , 因此提高

术后患者生活质量 , 降低患者局部复发率为该疾病的治疗重

点［1］。本院为分析中、低位直肠癌新辅助放疗的临床疗效 , 

选取收治的 54 例中、低位直肠癌患者为研究对象 , 相关报

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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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位直肠癌新辅助放疗 27 例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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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中、低位直肠癌新辅助放疗的临床疗效。方法　54 例中、低位直肠癌患者为

研究对象 , 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 每组 27 例。对照组给予单纯手术治疗 , 观察组给予新辅助放

疗治疗 , 比较两组患者的保肛率以及 2 年局部复发率。结果　两组患者的保肛有效率比较 ,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P<0.05) ；2 年局部复发率比较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新辅助放疗治疗中、低位

直肠癌临床疗效显著 , 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关键词】　中、低位直肠癌 ；新辅助 ；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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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0 年 1 月 ~2012 年 1 月本院收治

的中、低位直肠癌患者 54 例 ( 均经 MRI 或 CT 评估可切除 ), 

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 每组 27 例。观察组男 17 例 , 

女 10 例 , 平均年龄 (49.5±2.9) 岁 ；对照组男 19 例 , 女 8 例 , 

平均年龄 (48.9±1.7) 岁；上述患者 Karnofsky 评分均≥ 80 分 , 

无手术禁忌证 , 且在治疗前均给予血常规检查 , 所有患者均

无严重心、肺、肝、肾功能障碍 , 凝血功能正常。两组患者

年龄、性别、病情等方面比较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对照组直接给予外科手术治疗 ；观察组在术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