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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两组患儿主要症状、体征好转及住院时间比较（d，x%±s）

2.3 不良反应 治疗组和对照组患儿在治疗期间
均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
3%%%%讨论

肺炎是我国儿童最常见的疾病，尤其是婴幼儿发
病率高， 多为病毒感染所致， 约占小儿肺炎总数的
50%[1]。 作者所在当地 2011年入冬后，出现婴儿肺炎
流行，表现为年龄小、起病急、憋喘明显。 其中部分患
儿送检咽拭子提示为季节性流感病毒 B型， 同当地
流行流感病毒类型一致。目前临床尚无理想的抗该类
型病毒药物，虽然推荐利巴韦林、干扰素、聚肌胞等治
疗，但尚无法充分证明以上药物有肯定的疗效[2]。

热毒宁注射液作为第一个将中药指纹图谱检测
列入质量标准的中药注射液，由青蒿、金银花和栀子
三味中药组成，主要成分为青蒿素、绿原酸和栀子
苷，具有解热、抗病毒、抗菌、抗炎、镇痛和提高免疫

力等六大药理作用。临床主要应用于上呼吸道感染、
支气管炎、肺炎、慢阻肺和病毒性肠炎等，疗效肯定
[3]。 有动物试验表明热毒宁注射液可以减轻哮喘大
鼠肺组织支气管黏膜上皮和黏液腺增生， 减少支气
管腔炎性分泌物，尤其是炎性细胞数目明显减少，提
示热毒宁注射液具有抑制气道炎症的作用[4]。

本项临床研究显示， 热毒宁注射液用于治疗婴
儿肺炎疗效明显， 特别在缓解临床症状和缩短住院
天数上明显优于对照组，且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故
热毒宁注射液是一种安全有效并值得推广的药物。
对于是否能减少患儿咳喘的反复发作， 尚有待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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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n% 咳喘缓解时间 罗音消失时间 住院天数

%%%治疗组
对照组

% t
% p

58
60

%%%3.91±0.88
%%%5.25±1.24%
%%%6.74%
%%%＜0.05

%%5.86±0.78
%%6.55±1.05%
%%4.05
%%＜0.05

6.93±1.23
9.37±1.26
10.63
＜0.05

银离子抗菌敷料治疗新生儿脐炎
的临床效果及可行性观察

应继东
（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第一人民医院 修水 332400）

摘要：目的：探讨银离子抗菌敷料治疗新生儿脐炎的临床疗效及可行性。 方法：选取我科 2013 年 5 月 ~2014 年 5 月收治的
50 例新生儿脐炎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25 例。 对照组采用常规换药法治疗，观察组采用银离子抗菌敷料治疗，比较两

组疗效。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6.0%，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80.0%，且观察组患儿脐部拭子细菌培养转阴的时间、总换药次数及单

次换药次数均明显小于对照组，且 P＜0.05。 结论：银离子抗菌敷料在新生儿脐炎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显著，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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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脐炎是由于断脐时或出生后处理不当而
被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致病菌侵染脐部所
致。 轻者可能仅会发生脐部异常，重者可能出现发
热、精神不好、烦躁不安等症状，并可引起腹膜炎。
银离子抗菌敷料是一种新型的创面治疗材料，我科
近年来采用该种敷料治疗新生儿脐炎取得较满意效
果。 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科 2013年 5月 ~2014年 5
月收治的 50例新生儿脐炎患儿，均根据临床表现明
确诊断。 将所有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25
例，观察组男 16例，女 9例；日龄 3~28%d，平均日龄

为（7.5±3.4）d；轻度（脐部周围轻微红肿，并有少量
的黏液渗出，无脓性分泌物）患儿 5例，中度（脐部周
围红肿明显，有较多黏液渗出，并有少许浓汁）患儿
14例，重度（脐部周围红肿明显且发生溃烂，分泌物
呈浓性并具有臭味，同时伴有不同程度腹膜炎）患儿
6例。 对照组男 18例，女 7例；日龄 3~28%d，平均日
龄为（6.5±4.1）d；轻度患儿 5例，中度患儿 15例，重
度患儿 5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以及病症程度等
方面均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1.2.1 对照组 采用常规方法治疗：应用棉签蘸取
3%双氧水清洗数次，再用生理盐水清洗 2~3次并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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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后应用 75%的酒精消毒处理，再涂以莫匹罗星软
膏，盖上无菌纱布。 根据患儿病情每天治疗 2~3次。
1.2.2 观察组 采用银离子抗菌敷料（康乐保中
国有限公司生产， 国食药监械（进） 字 2006 第
3640993号）治疗：首先应用蘸有碘伏的消毒棉签将
脐部周围的脓液清除干净，并用生理盐水将碘伏清
理干净，最后剪裁大小合适的银离子抗菌敷料覆盖
于伤口上， 并应用敷贴给予妥善固定， 每天治疗 1
次。 两组均对重度脐炎患儿给予抗感染和对症支持
等全身治疗。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疗效， 并对两组患儿脐
部拭子细菌培养转阴的时间、总换药次数以及单次
换药的时间进行比较。
1.4 疗效判定标准 显效： 用药 1~2%d后脐部红
肿、渗液、脓性等症状消失，脐部拭子细菌培养转阴；
有效：用药 3~4%d后脐部红肿、渗液、脓性等症状消
失，脐部拭子细菌培养转阴；无效：用药 5%d后临床
症状无变化或甚至加重。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
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应用 t检验；计数资料应
用 字2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疗效比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6.0%，对照组
总有效率为 80.0%，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显著
（P＜0.05）。 见表 1。

表 1%%%%两组疗效比较

2.2 相关观察指标比较 对两组患儿脐部拭子细
菌培养转阴的时间、总换药次数以及单次换药的时
间进行比较， 观察组均明显小于对照组， 且 P＜
0.05。 见表 2。

表 2%%%%两组相关观察指标比较（x%±s）

3%%%%讨论
断脐后的新生儿脐部是一个先天性的创口，细

菌易侵入，且在断脐前易成为细菌繁殖的温床，重症
脐部感染患儿可能引发腹膜炎或败血症等严重并发
症， 因此对于新生儿脐炎的治疗应引起临床的足够
重视。 传统的新生儿脐炎治疗方法是给予过氧化氢
清洗脐部，并涂以 75%酒精，而后涂以消炎药物如
莫匹罗星软膏等给予覆盖。 莫匹罗星软膏对多种侵
入新生儿脐部的致病菌如金黄色球菌、 大肠杆菌等
有抑制作用，因此具有一定的疗效[1]，但该治疗方法
无法保证创面的湿润性。 临床研究表明[2]：湿性的伤
口更有利于坏死组织和纤维蛋白溶解， 并可加速伤
口愈合，减少结痂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换药的
难度以及对患者造成的疼痛。基于该种原理，银离子
抗菌敷料应运而生，其属于湿性敷料，是银离子和泡
沫敷料的复合体。银离子具有抑菌作用，当伤口渗出
液被敷料吸收后可立即与硫酸银接触， 银离子被释
放到渗液中，可抑制细菌防止其生长，从而发挥抑菌
作用[3]。 同时泡沫敷料的良好渗液作用可保持创面
处于适宜的温湿度， 并具有支撑创面与外界污染隔
绝的作用，故可加速创面愈合[4]。

由本组结果可知， 给予银离子敷料治疗的观察
组总有效率（96.0%） 明显优于常规治疗的对照组
（P＜0.05），提示银离子抗菌敷料在新生儿脐炎的治
疗中效果显著； 同时观察组脐部拭子细菌培养转阴
的时间、 总换药次数以及单次换药的时间均明显小
于对照组（P＜0.05）。这主要是由于敷料的湿性作用
降低了换药时对患儿造成的疼痛， 提高了患儿的舒
适感觉，并可减少哭闹，大大降低了医护人员的换药
难度，进而缩短了换药时间，因此具有良好的临床应
用性和可行性，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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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n 显效（例） 有效（例） 无效（例） 总有效率（%）

%%%%观察组
对照组

% P

%%%%25
%%%%25

%%%%%17
%%%%%10

%%%%%%7
%%%%%%10

%%%%%%1
%%%%%%5%

%%%%%96.0
%%%%%80.0
%%%%%＜0.05

%组别 n 脐部拭子细菌培养转阴的时间
（d）

总换药次数
（次）

单次换药的时间
（min）

观察组
对照组
P

25
25

%%%%%%%%%%%%%%%%%%3.26±1.73
%%%%%%%%%%%%%%%%%%7.01±2.13
%%%%%%%%%%%%%%%%%%＜0.05

%4.23±1.23
%13.65±2.34
%＜0.05

%%%%%4.35±0.86
%%%%%7.24±1.29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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