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糜蛋白酶冲洗联合清创术治疗III期褥疮疗效70例观察
王建雄 1  谢言秋 2*  高红云 1  王芝珺 1  陈艳清 1  王胜 1 

(1.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急诊科    上海    200072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 266 医院    承德    067000）

摘   要   目的 ：探讨糜蛋白酶联合清创术对促进 III 期褥疮愈合的治疗作用。方法 ：将近 5 年（2006-2011 年）收集

的 70 例 III 期褥疮的患者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在基本治疗方法不变的情况下，治疗组加用糜蛋白酶治疗，比较两组脓

性分泌物坚守和消失时间。结果 ：治疗 1 周后，治疗组的效果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治疗组的

其他指标均有显著改善。结论 ：治疗 III 期褥疮在重视加强营养的同时，联合糜蛋白酶清创治疗褥疮明显缩短愈合时间，

可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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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f the efficacy of combination of chymotrypsin flush

with debridement in the treatment of 70 cases of phase III decub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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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chymotrypsin plus debridement on the phase III bedsore 

healing. Methods: Seventy patients with phase III bedsore collected in recent five years (2006-2011) were divided into either 

a treatment group or a control group.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additionally treated with chymotrypsin besides the 

basic treatment. Purulent secretions stick and disappearance time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one 

week treatment, the efficacy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Other indicator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Combination of chymotrypsin with debridement in the treatment of the phase III bedsore can 

significantly shorten the healing time at the same time to strengthen nutr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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褥疮又称压疮 [1]，是长期卧床患者常见的并发症，

治疗护理很棘手。第 III 期褥疮是浅度溃疡期，即表皮破

损、溃疡形成，是褥疮比较严重的阶段。其典型特征为

全层皮肤组织缺失，可见皮下脂肪暴露，但骨头、肌腱、

肌肉未外露，有腐肉存在，组织缺失的深度不明确，可

能包含有潜行和隧道。若范围较小，创面处理及时，方

法有效，创面可靠溃疡四周上皮爬行而覆盖。若继发感

染 , 组织将被继续破坏向深层发展，有脓性分泌物。溃疡

长期不能愈合时，四周边缘将形成厚而坚硬的瘢痕组织，

阻止了创面的收缩 , 加重了自行愈合的困难。溃疡基底因

缺乏血液供应呈苍白色 , 肉芽水肿 , 生长缓慢或不生长。

本文收集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2006 年 5 月 -2011
年 5 月相关患者，我们对 70 例Ⅲ期压疮患者采取在常规

治疗护理的基础上局部先用糜蛋白酶湿敷，然后再予清

创缝合术为主，配合全身治疗为辅的综合治疗方法，效

果较好。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共 70 例，脑血管病 63 例，椎体骨折 7 例。压

疮共 103 处，部位多发生在骶尾、髂骨及双臀等部位 ；

压疮直径最大 8 cm×8 cm，最小 3 cm×3 cm ；均为 III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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褥疮，未露骨骼。按性别、年龄及褥疮面积随机分为治

疗组和对照组 ：治疗组 37 例，平均年龄 81.5 岁，男 24
例，女 13 例；对照组 33 例，平均年龄 82.4 岁，男 21 例，

女 12 例。患者治疗前均有不同程度的肺部感染及低氧血

症，但两组在生命体征等相关临床指标上无显著差异，

均给予鼻导管吸氧。

1.2    治疗方法 

对所有治疗患者均进行动脉血气分析、血常规及生

化常规检查，计算氧合指数。常规治疗包括 ：解除压迫，

全身抗生素治疗，雾化吸入解痉化痰，维持水电解质酸

碱平衡。局部治疗 ：3% 双氧水、生理盐水清洗创面，清

除腐败组织，0.5% 碘伏消毒压疮周围皮肤 ；糜蛋白酶液

( 配液方法 ： 1 支注射用糜蛋白酶 4 000 U 配以 5 ml 注射

用水 ) 纱布填塞后，纱布包扎固定，1 次 /d，待创面无

脓性分泌物及坏死组织后，根据溃疡面大小不同给予清

创缝合术，溃疡较小的给予直接无腔隙缝合，直径较大

及皮肤有张力的，给予适当游离皮瓣 [2-3]，至皮肤对合无

张力。两种缝合方法均于溃疡面较低一端留 2 针约 1~2 
cm 不予缝合，待 1~2 d 无明显渗出后缝闭，均于缝合后

7 d 拆线。治疗组 37 例，双氧水冲洗、生理盐水冲洗后，

清除脓性分泌物及坏死组织（采用糜蛋白酶局部治疗），

再次生理盐水冲洗后，按糜蛋白酶粉针 2 支（4 000 U/ 支）

加 10 ml 注射用水比例，此浓度糜蛋白酶发挥最佳作用，

治疗当时配制可充分保证其疗效 [4]。冲洗溃疡创面 1~2
次。最后用上述糜蛋白酶液纱布填塞脓腔，纱布包扎固定。

对照组 27 例，未用糜蛋白酶，其余方法同治疗组。

1.3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以（x ±s）表示，采用 x² 检验。所有统

计学分析均使用 SPSS 10.0 软件完成，以 P ＜ 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1.4    疗效标准

以 2 次清理后脓性分泌物减少 1/2 以上为有效，不

足 1/2 为无效。

2    结果

采用糜蛋白酶清除褥疮坏死组织、脓液效果明显优

于常规法，本组使用过程中未发现对糜蛋白酶发生不良

反应的病例。2 组清理效果比较见表 1。

x² 为 12.7，P ＜ 0.005。治疗组 2~3 d 脓性分泌物减

少和消失，对照组 6~7 d 减少和消失，再给予扩创缝合。

均于治疗后 7 d 拆线，无 1 例失败。治疗组较对照组治

疗时间缩短了 4~5 d。

3    讨论

褥疮 [5] 多因长期卧床使局部组织长期受压，血运障

碍，持续缺血、缺氧而致局部组织氧张力降低，为厌氧

菌感染提供了良好条件 [6]，厌氧菌繁殖，加重感染 ；褥

疮开放的创面同时有需氧菌、厌氧菌和兼性厌氧菌的混

合感染 [7]，需氧菌生长耗竭了局部的氧，加上坏死组织

吸收余氧，更有利于厌氧菌的生长繁殖 [8]。双氧水可以

释放氧，对多种厌氧菌有抑制及杀灭作用。糜蛋白酶 [9]

系蛋白水解酶，具有肽链内切酶及脂酶作用，可将蛋白

质大分子的肽链切断，成为分子量较小的肽，或在蛋白

分子肽链端上作用，使氨基酸析出 ; 并可将某些脂类水

解，通过此作用能使能促进血凝块 , 脓性分泌物和坏死

组织等的液化清除，对脓性或非脓性分泌物均有效，可

消除创面的脓液、积血和坏死组织，起到净化创面、消炎、

消肿、减少局部分泌和水肿，有利于肉芽组织生长的作用。

可用于治疗各种炎症、炎性水肿、血肿、术后黏连和溃疡，

且无毒性和不良反应。利用双氧水冲洗及糜蛋白酶协同

作用，可有效杀灭多种细菌，清除脓性分泌物，同时给

予清创坏死组织，促进了褥疮的愈合，有利于组织的再

生和修复。创面相对清洁后，给予缝合术，留一端观察

创口变化及排出引流作用。术后 7 d 拆线，达到了良好

的效果。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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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1年上海医院抗肿瘤用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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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 2009-2011 年上海医院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供生产、营销和使用等部门参考。方法 ：根据上

海 119 家样本医院提供的 2009-2011 年抗肿瘤用药数据，3 年比较 , 结合临床应用进行分析讨论。结果 ：近年来抗肿瘤

药物需求量迅速增长，常用品种有多西他赛、奥沙利铂、紫杉醇、吉西他滨、培美曲塞和卡培他滨等，中药制剂有“爱迪”、

复方斑蝥等，新型靶向药物有曲妥珠单抗、利妥昔单抗等。结论：开发高效、低毒、价廉的抗肿瘤药物是当今迫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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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medication on anticancer drugs

in Shanghai sample hospitals from 2009 to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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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nticancer drugs in Shanghai sample hospitals during 

2009-2011 so as to provide a refrence for the production, marketing and application and so on. Methods: The data on anticancer 

drugs used in 119 Shanghai sample hospital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in respect to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s. Results: The 

demand for anticancer drugs had been rapidly growing. The main varieties are docetaxel, oxaliplatin, paclitaxel, gemcitabine, 

pemetrexed and capecitabine, et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parations are Adie, Fufang Banmao, etc. The novel targeted 

drugs are trastuzumab, rituximab, etc. Conclusion: It is the most urgent task to develop the effective, safe and inexpensive 

anticancer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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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恶性肿瘤发病率在我国和世界各地区一直

呈持续增长趋势。据国家卫生部统计，20 世纪 70 年代

以来，我国癌症发病及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趋势，至 20 世

纪 90 年代的 20 年间，癌症死亡率上升 29.42%，年龄调

整死亡率上升 11.56%。2000 年癌症发病人数 180 万～

200 万人，死亡 140 万～ 150 万人，在城镇居民中，癌

症已占死因的首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癌症的主要

危险因素並未得以相应控制 [1]。抗肿瘤药物需求量迅速

增长。为此，笔者调研了近年来上海样本医院抗肿瘤药

物临床应用情况，并对其分析和讨论，供生产、营销和

使用等部门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抗肿瘤药物按医院用药分析系统 (HPDIS) 分类，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