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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应用于骨创伤创面软组织修复中的效果

陈春

(南通大学附属建湖县人民医院骨科，江苏 建湖 224700)

[摘　要]	 目的：探讨负压封闭引流(vacuum sealing drainage，VSD)技术用于骨创伤创面软组织损伤中的治疗效

果与安全性。方法：选取2013年5月至2018年12月南通大学附属建湖县人民医院收治的74例骨创伤

创面软组织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VSD+常规治疗，37例)和对照组(常规治疗，37例)，对比观察两

组临床疗效、治疗情况和并发症。结果：实验组的总有效率为91.9%，明显高于对照组(70.3%)。实

验组疼痛评分为2.2±0.9，抗菌药物使用时间为(3.4±1.2) d，换药次数为(2.1±0.7)次，创面愈合时间为

(15.7±3.3) d，总住院时间为(17.9±2.9) d，并发症发生率为2.70%，各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VSD治疗骨创伤创面软组织损伤疗效显著，可有效减少并发症及抗生素使用，明显缩短治疗

时间，减轻患者痛苦，加速组织生长与创面愈合，应用安全有效，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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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vacuum sealing drainage in the treatment 
of soft tissue injury of bone trauma wound

CHEN Chun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Jianhu People’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tong University, Jianhu Jiangsu 2247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vacuum sealing drainage (VSD) in the treatment of soft tissue 

injury of bone trauma wounds. Methods: From May 2013 to December 2018, 74 patients with bone trauma 

wound soft tissu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VSD + conventional treatment, 37 cases) 

and a control group (conventional treatment, 37 cases). The clinical efficacy, treatment and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2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91.9%,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70.3%).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a pain score of 2.2±0.9, 

antibacterial use time (3.4±1.2) days, dressing times (2.1±0.7) times, wound healing time (15.7±3.3) days, 

and total hospitalization time (17.9±2.9) days.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as 2.70%, and all indexes were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VSD is effective in treating soft tissue injury of bone wounds,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duce complications and antibiotic use, significantly shorten treatment time, reduce patient 

suffering, accelerate tissue growth and wound healing, and is safe and effective, and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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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骨创伤是临床常见病，近年交通事故、

工伤意外等事件频发，其发生率呈上升趋势[1]。此

类疾病多见于四肢，患者常伴严重创面软组织损

伤，感染风险高，临床治疗比较棘手 [ 1 ]。目前，

临床治疗此类疾病以彻底清创为基本原则，以尽

量使污染伤口变成清洁创面，同时力争快速闭合

创口，以防止感染，为骨折治疗与组织修复创造

有利条件 [ 2 ]。换药有助于预防感染，加速组织愈

合，是骨创伤创面软组织损伤患者的必要治疗操

作，但是由于渗出多，传统换药操作频繁，创面

反复暴露，不仅增加了感染的风险，也增加了患

者的痛苦及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 [ 3 ]。负压封闭引

流(vacuum sealing drainage，VSD)是近年广泛应用

于临床的引流技术，在促进创面愈合方面独具优

势，笔者现以南通大学附属建湖县人民医院近年

收治骨创伤创面软组织损伤患者为例，旨在分析

探讨VSD的临床应用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纳入标准：影像学确诊四肢外放性骨折伴创

面软组织损伤；创面无法缝合或自行愈合，存在

高 度 感 染 可 能 性 ； 患 者 知 情 并 同 意 接 受 治 疗 。

排 除 标 准 ： 年 龄 ≤ 1 8 岁 ； 不 可 控 糖 尿 病 ； 合 并

全身性感染、脓毒症；恶性肿瘤；血管闭塞性疾

病；不配合患者。纳入2 0 1 3 年 5 月至2 0 1 8 年1 2月

在南通大学附属建湖县人民医院治疗的骨创伤创

面软组织损伤患者7 4例为研究对象，主要致伤原

因为交通事故、钝器碾压、机械绞伤等。将患者

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组3 7例，其中男 
2 4 例 ， 女 1 3 例 ， 年 龄 2 0 ~ 5 3 ( 3 4 . 8 ± 9 . 7 ) 岁 ；

上 肢 损 伤 1 9 例 ， 下 肢 损 伤 1 8 例 ； 创 面 面 积

6 . 7 ~ 1 5 . 3 ( 1 0 . 8 ± 4 . 1 )  c m 2 。 对 照 组 3 7 例 ， 其 中

男 2 2 例 ， 女 1 5 例 ， 年 龄 1 9 ~ 5 6 ( 3 4 . 5 ± 1 0 . 3 ) 岁 ；

上 肢 损 伤 2 0 例 ， 下 肢 损 伤 1 7 例 ； 创 面 面 积

6.4~15.5(10.6±5.3) cm 2。两组基线资料相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治疗)：打开残腔，彻底清洁创

面，清除污物、异物及失活组织，骨折端解剖复

位并固定，修复和重建血管、神经与肌腱，骨质

裸露处以邻近肌瓣转移覆盖。处理完成后，凡士

林 纱 布 敷 盖 创 面 ， 每 日 换 药 1 次 ， 以 引 流 管 彻 底

冲洗，局部喷涂消毒剂，预防性应用抗生素对抗

感染。

实 验 组 ( V S D + 常 规 治 疗 ) ： 本 组 常 规 治 疗 同

对照组一致，创面处理完成后，取泡沫型聚乙烯

酒精水化海藻盐敷料，随创面大小与形状修剪成

型，妥善覆盖于创面，尽量保持敷料中的引流管

在创面中央位置，同时使敷料与创面充分接触并

保持创面边缘同周围正常皮肤良好贴合，以保持

完整性和密封性。操作完成后，用生物半透明膜

封闭，引流管连接负压装置行V S D，装置负压值
−150~−300 mmHg(1 mmHg=0.133 kPa)。期间加强

监测患者病情，密切观察引流液量及颜色，妥善

安置导管，定期更换引流瓶，加强监护。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标准

对比观察两组临床疗效，创面愈合时间，统

计换药次数，临床疗效判定标准：1 )痊愈。治疗

后，症状全部消失；2 )显效。治疗后，症状基本

消失；3)有效。治疗后，症状得到改善；4)无效。

治疗后，症状未改善甚至加重 [4-5]。总有效率=(痊

愈+显效+有效)/总例数×100%。期间以数字评分法

(Numeric Rating Scale，NRS)评估患者疼痛情况，

取最高值录入，量表评分0~10分，得分越高，痛

感越强。统计两组治疗并发症，观察两组抗菌药

物使用时间及总住院时间

1.4  统计学处理

以SPSS 21.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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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2检验。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实验组的总有效率为91.9%，明显高于对照组

的70.3%(P<0.05，表1)。

2.2 两组患者治疗指标比较

实验组疼痛评分低于对照组，抗菌药物使用

天数和换药次数少于对照组，创面愈合时间和总

住院短于对照组(P<0.05，表2)。

2.3  两组患者并发症比较

实 验 组 感 染 的 发 生 率 明 显 低 于 对 照 组 ；

另 外 ， 实 验 组 并 发 症 总 发 生 率 明 显 低 于 对 照 组

(P<0.05，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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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治疗指标比较(n=37)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therapeutic index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37)

组别 NRS评分 抗菌药物使用时间/d 换药次数 创面愈合时间/d 总住院时间/d

实验组 2.2±0.9 3.4±1.2 2.1±0.7 15.7±3.3 17.9±2.9

对照组 4.7±1.6 6.9±3.8 11.3±4.2 24.8±4.0 26.5±3.6

t 3.035 3.766 5.082 4.931 5.417

P <0.05 <0.05 <0.05 <0.05 <0.05

表3 两组并发症比较(n=37)

Table 3 Comparison of complic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37)

组别 感染/[例(%)] 皮肤坏死/[例(%)] 骨髓炎/[例(%)] 总发生率/%

实验组 1 (2.70) 0 (0.00) 0 (0.00) 2.70

对照组 4 (10.81) 2 (5.41) 1 (2.70) 18.92

χ2 3.251 2.463 2.015 5.072

P <0.05 >0.05 >0.05 <0.05

表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37)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clinical effica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37)

组别 痊愈/例 显效/例 有效/例 无效/例 总有效率/%

实验组 13 11 10 3 91.9

对照组 9 10 7 11 70.3

χ2 5.638

P <0.05

3  讨论

既往临床处理创面软组织损伤，主要采用彻

底清创后纱布敷盖干性愈合的治疗方法，其理论

依据为干燥环境下大气氧参与伤口愈合，敷料透

气能为伤口提供足够的氧气，以供细胞生长 [ 6 ]。

但临床实践 [ 7 ]发现：此法会使伤口脱水，丢失活

性物质，形成结痂，阻碍上皮细胞爬行，同时敷

料与新生组织粘连，换药时常导致疼痛甚至引起

再损伤，使愈合时间延长；且开放创面不能阻隔

性屏障外界，细菌易于侵入，造成感染，临床应

用存在不足。

VSD是基于湿性愈合理念，以VSD敷料(内含

引流管的泡沫敷料)覆盖或填充软组织创面，再以

生物半透明膜封闭，在创区形成密闭空间，以可

控负压持续引流来促进创面愈合的全新疗法[8]。其

理论依据为湿润适度更符合创面组织愈合生理特

点。该环境下，创面渗出物中含有的组织蛋白溶

解酶、丰富的营养和各种免疫细胞、生长因子等

被保留，能够促进坏死组织溶解和吸收[9]。另外，

VSD能够为创面全方位引流提供动力，可以随时将

创面每一处坏死组织及渗出液及时排出体外，为

促进肉芽生长创造良好环境条件[8]。目前，VSD已

广泛应用于开放性骨折或并感染、软组织挫裂与

缺损、植皮、术后切口感染、体表与关节腔脓性

感染、褥疮、溃疡等多种疾病的临床治疗中 [10]。

本研究以此治疗骨创伤创面软组织损伤，较传统

纱布敷盖换药相比，其应用优势包括 [ 1 1 ]：V SD能

够实现创面渗出物与坏死组织零聚积，充分的引

流能够刺激创面肉芽组织快速与良好生长，加速

愈合，缩短治疗时间；V S D敷料使用时间长，换

药减少，医护人员工作量减轻，同时湿性愈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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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结痂，几无换药机械性损伤问题，有利于减少

换药疼痛，并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对创面愈合的干

扰；VSD采用生物半透明膜封闭，能够形成阻隔性

屏障，隔绝与外界环境接触的感染机会，有效避

免交叉感染，减少抗生素应用。

虽然已有较多研究报道说明V S D在治疗创伤

创面软组织损伤中的优势，但大部分研究为回顾

性分析，而且观察和分析指标不全面 [1-5]。本研究

采用了前瞻性研究，实验开始前严格制定的研究

对象的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且设计了较为全面

的观察指标，以更好地说明VSD在治疗骨创面软组

织损伤中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的临床

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且实验组V S D治疗后患者

创面疼痛评分减低，感染、抗菌药物使用天数和

换药次数少，创面愈合时间和总住院短，各项指

标均优于对照组，与文献[12]报道结论相符，肯定

了VSD治疗创面软组织损伤的临床效果及优势。但

值得注意的是，四肢骨创伤病情复杂，创口形状

不规则，深浅有所差异，VSD治疗时存在置入材料

不易充分接触创面和封闭创面困难的情况。为解

决这一问题，临床处理骨折以内固定为首选，以

尽量避免外固定干扰，必须联合外固定治疗时，

可以吸引器产生持续负压来代偿封闭不严密的不

足。本研究尚有一些不足之处，如样本量较少，

采用的是单中心的研究，今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可进一步完善实验设计，开展大样本多中心

的临床研究。

综上，相对于传统治疗方案，V S D治疗骨创

伤创面软组织损伤疗效显著，可有效减少并发症

及抗生素使用，明显缩短治疗时间，减轻患者痛

苦，加速组织生长与创面愈合，应用安全有效，

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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