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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深Ⅱ度烫伤合并创面感染模型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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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建立一种稳定性高、重复性好的深Ⅱ度大鼠烫伤合并创面感染的动物模型，用于烫伤合并创面

感染的修复及治疗的研究。方法　选取４０只ＳＤ大鼠，随机分成５组，采用自制烫伤仪（蒸汽温度９４℃）对大鼠皮

肤进行烫伤，致伤时间点分别为４、６、８、１０和１２ｓ（每只大鼠脊柱两侧分别致伤２个相同创面），烫伤２４ｈ后观察创

面组织学变化，分析形成深Ⅱ度烫伤创面的最佳致伤时间。选取３０只ＳＤ大鼠，随机分为３组，每组１０只，采用最

佳致伤时间形成深Ⅱ度烫伤创面，３组大鼠一侧创面分别接种浓度为１×１０７、１×１０８ 和１×１０９ＣＦＵ／ｍＬ铜绿假单

胞菌菌液０．３ｍＬ，另一侧均接种等体积生理盐水作为对照，接种２４ｈ后观察大鼠创面一般状况，采用 ＨＥ染色对

创面进行染色并观察炎症反应，分别于接种１、２、４、７和１４ｄ后检测痂下细菌数量，并记录大鼠创面愈合时间。

结果　（１）组织病理学结果显示，致伤时间为８ｓ是形成深Ⅱ度创面的最佳致伤时间。（２）大鼠深Ⅱ度烫伤创面接种

１×１０８、１×１０９ ＣＦＵ／ｍＬ 细菌后均有明显的炎性细胞浸润，后者痂下炎性浸润更明显。烫伤创面接种

１×１０９ＣＦＵ／ｍＬ细菌１４ｄ内，痂下细菌含量均高于１×１０５ＣＦＵ／ｇ，且随着时间延长细菌含量呈持续上升趋势。大鼠

创面愈合时间为（２１．４±２．４）ｄ，较生理盐水对照组创面愈合时间（１８．４±１．７）ｄ明显延长（狋＝２．７２，犘＜０．０５）。

结论　温度９４℃，烫伤时间８ｓ为形成深Ⅱ度烫伤的最佳致伤时间；创面接种浓度为１×１０９ＣＦＵ／ｍＬ铜绿假单胞

菌可建立烫伤深度一致、重复性高、稳定性好的ＳＤ大鼠深Ⅱ度烫伤合并感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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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烫伤已成为日常生产及生活中最常见的

意外损伤之一。据统计，我国每年每百万人口中约

有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人遭受烫伤
［１２］。创面感染是烫伤

后最常见、最严重的并发症，引起创面感染的细菌主

要为革兰阴性杆菌，其中铜绿假单胞菌是最常见的

致病菌之一［３］。烫伤后创面感染如得不到及时救

治，可能会引起严重后果，给患者带来沉重的精神和

经济负担，患者的病死率明显升高［４５］。动物烫伤感

染模型的成功构建在创面修复方面的研究以及表面

药物或敷料方面的研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建

立一种简单易行、稳定性高、重复性好的烫伤感染模

型具有重要意义［６７］。本实验应用自制烫伤仪对大

鼠进行蒸汽烫伤，构建大鼠烫伤模型，排除重力、压

力等因素的影响，在烫伤温度一致的情况下，烫伤时

间成为控制烫伤深度的唯一因素。创面感染的病原

菌选择临床上最常见的铜绿假单胞菌，其毒力稳定，

易于培养分离，是制作创面感染的理想细菌。目前，

对创面感染所需接种细菌浓度及接种方法方面的实

验研究较少，本实验选择将３种不同浓度的细菌接

种于烫伤创面，比较不同浓度的细菌感染大鼠深Ⅱ

度创面愈合过程中不同时间痂面下细菌含量、愈合

时间长短，从而选择出细菌感染最佳浓度，同时比较

两种细菌接种方法的优缺点。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与试剂　雄性清洁级ＳＤ大鼠９０

只，体重１８６～２５３ｇ，由空军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提供；铜绿假单胞菌ＡＴＣＣ２７８５３由空军军医大学

西京医院检验科提供；戊巴比妥钠购自美国Ｓｉｇｍａ

公司，异氟烷购自河北九派制药有限公司，ＳＰＣＴ／

２１８Ｔ型蒸汽挂烫机购自上海旭博公司，旋转切片机

购自德国ＬＥＩＣＡ公司，ＣＸ３１显微镜及摄像系统购

自日本Ｏｌｙｍｐｕｓ公司。

１．２　烫伤模型制备及最佳致伤时间分析

１．２．１　烫伤模型制备　拔掉ＳＰＣＴ／２１８Ｔ型蒸汽

挂烫机喷头，将容积５０ｍＬ、开口直径３ｃｍ的耐热

塑料管与导气管对接并固定组成喷头，在厚度

２．５ｃｍ耐热塑料板上做一个直径３．０ｃｍ的圆形模

具开口。选取４０只ＳＤ大鼠，随机分成５组，每组８

只。实验前１天给予１０ｇ／Ｌ戊巴比妥钠进行腹腔

注射麻醉（４０ｍｇ／ｋｇ），麻醉后采用动物专用电剃刀

剃去大鼠背部长毛，并给予８０ｇ／Ｌ硫化钠进行脱

毛。大鼠脱毛２ｈ后将挂烫机预热１ｍｉｎ，待蒸汽温

度９４℃，助手将直径３ｃｍ模具置于大鼠背部待烫

部位并固定，挂烫机喷头垂直置于模具上方进行烫

伤并计时，各组大鼠致伤时间点分别为４、６、８、１０、

１２ｓ，每只大鼠脊柱两侧分别致伤２个相同创面，致

伤后创面未予任何处理，且立即给予大鼠腹腔注射

５ｍＬ生理盐水抗休克，然后将大鼠回笼后分笼

饲养。

１．２．２　最佳致伤时间分析　致伤２４ｈ后观察大鼠

一般情况，每组选取６只烫伤大鼠处死，取１．５ｃｍ

×０．５ｃｍ大鼠创面全层皮肤样本，采用甲醛固定

２４ｈ后进行切片，切片组织进行 ＨＥ染色，根据相

关文献［８］判定烫伤深度。大鼠烫伤１２ｈ后，烫伤时

间４ｓ时大鼠创面皮肤表皮浅层受损，可见基底细

胞层；烫伤时间６ｓ时大鼠创面皮肤表皮浅层坏死，

部分真皮受损；烫伤时间８ｓ时大鼠皮肤表皮深层

及真皮深层受损；烫伤时间１０ｓ和１２ｓ时大鼠创面

皮肤全层及皮下组织皮肤附件完全受损。大鼠烫伤

１２ｈ后创面损伤逐渐发展，各组大鼠烫伤后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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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点创面病理结果存在差异。大鼠烫伤２４ｈ后，烫

伤时间４ｓ大鼠创面皮肤表皮浅层受损，符合Ⅰ度

烫伤标准；烫伤时间６ｓ大鼠创面表皮坏死脱落，部

分细胞充血水肿，白细胞浸润，胶原纤维离散肿胀，

符合浅Ⅱ度烫伤标准；烫伤时间８ｓ大鼠创面皮肤

表皮细胞核固缩，真皮深层受损，胶原纤维融合，毛

囊残留，符合深Ⅱ度烫伤标准；烫伤时间１０ｓ和１２ｓ

大鼠创面皮肤全层及皮下组织皮肤附件完全受损，

伤及肌肉层，符合Ⅲ度烫伤标准。见图１。烫伤时

间８ｓ为深Ⅱ度烫伤创面最佳致伤时间，组织取材

最佳时间为烫伤后２４ｈ。

ａ：烫伤时间４ｓ，表皮浅层坏死；ｂ：烫伤时间６ｓ，表皮深层受损；ｃ：烫伤时间８ｓ，真皮浅层受损；ｄ：烫伤时间１０ｓ，真皮深层坏死

图１　大鼠烫伤后２４ｈ皮肤组织病理学观察结果（ＨＥ×１００）

犉犻犵狌狉犲１　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ｋｉｎ２４ｈｏｕｒｓａｆｔｅｒｒａｔｓｗｅｒｅｓｃａｌｄｅｄ（ＨＥ×１００）

１．３　细菌菌悬液制备和创面感染模型构建

１．３．１　细菌菌悬液制备　将铜绿假单胞菌ＡＴＣＣ

２７８５３复苏后接种于琼脂培养基上，３７℃恒温培养

１８～２０ｈ，用接种环挑取菌落接种于血培养基上，继

续培养１８～２０ｈ，采用稀释法配制浓度为１×１０
７、

１×１０８ 和１×１０９ＣＦＵ／ｍＬ的新鲜菌悬液。

１．３．２　创面感染模型构建　随机选取３０只大鼠，

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３组，每组１０只，采用最佳致

伤时间８ｓ构建深Ⅱ度烫伤创面模型。烫伤３０ｍｉｎ

待皮肤冷却后，烫伤大鼠创面切痂，３组大鼠一侧创

面分别接种浓度为１×１０７、１×１０８ 和１×１０９ＣＦＵ／ｍＬ

的铜绿假单胞菌菌悬液０．３ｍＬ，另一侧接种等体积

生理盐水作为对照组，以无菌纱布覆盖创面，纱布边

缘与正常皮肤缝合固定。

１．４　创面炎症反应、细菌定量及创面愈合时间　创

面痂下接种细菌２４ｈ后，观察创面状况，并取创面

组织进行 ＨＥ染色，采用显微镜观察创面炎症反应

情况。每组１０只大鼠分别于接种细菌后１、２、４、７

和１４ｄ取创面中心少许组织，放入匀浆器中，加入

２ｍＬ生理盐水，电动搅拌器充分匀浆，然后将匀浆

液按照１∶１０比例稀释，然后取０．１ｍＬ稀释液接

种于琼脂平板，在３７℃条件下孵育１８～２４ｈ后进

行细菌计数。含菌量（ＣＦＵ／ｇ）＝菌落数（ＣＦＵ）×

稀释倍数／组织重量（ｇ）。创面愈合标准定义为创面

完全上皮化，分别记录各组大鼠创面愈合时间。

１．５　创面细菌接种方法比较　选取２０只大鼠按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２组，每组１０只，按照最佳致伤时

间８ｓ制成深Ⅱ度烫伤创面模型，配制浓度１×１０
９

ＣＦＵ／ｍＬ新鲜铜绿假单胞菌菌液。第１组（切痂涂

抹法）大鼠创面切痂后立即接种１×１０９ＣＦＵ／ｍＬ铜绿

假单胞菌菌液０．３ｍＬ，然后以无菌纱布覆盖创面并

与边缘正常皮肤缝合固定；第２组（痂下埋藏法）大

鼠创面不切痂，用小剪刀在创面痂边缘剪开一小口，

然后将含１×１０９ＣＦＵ／ｍＬ０．３ｍＬ铜绿假单胞菌

菌液的小纱条塞入痂面下，以无菌纱布覆盖后与边

缘正常皮肤缝合固定。参照１．４的方法和步骤计算

含菌量、创面愈合时间。

１．６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应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

行分析，计数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狓±狊）表示，两组

间均数比较采用狋检验，多组之间比较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以犘≤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创面一般情况　烫伤开始至伤后２４ｈ各组大

鼠创面均呈圆形，直径约３．０ｃｍ，烫伤８ｓ时创面与

正常组织分界清楚，创面高出正常皮肤，随着致伤时

间延长，创面潮湿、质感较硬、色泽渐暗、创面颜色由

白色变为灰白。致伤时间８ｓ，大鼠伤后２４ｈ创面

质硬、无渗出、呈灰褐色，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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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致伤时间８ｓ大鼠伤后２４ｈ创面一般情况

犉犻犵狌狉犲２　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ｕｎｄ２４ｈｏｕｒｓａｆｔｅｒ８ｓｅｃ

ｏｎｄｉｎｊｕｒｙｉｎｒａｔｓ

２．２　不同浓度细菌感染创面时大鼠全身状况及创

面组织学观察　３组大鼠一般精神状态可，进食好，

眼部无分泌物。第１组感染菌量为１×１０７ＣＦＵ／ｍＬ

的大鼠创面分泌物较少有些甚至无分泌物，铜绿假

单胞菌特有的恶臭味不明显，显微镜下可见少许炎

性细胞浸润。第２组感染菌量为１×１０８ＣＦＵ／ｍＬ

的大鼠创面可见分泌物较多，并可闻及明显的恶臭

味，显微镜下可见创面表皮及真皮浅层炎性细胞浸

润明显。第３组感染菌量为１×１０９ＣＦＵ／ｍＬ的大

鼠创面可见大量分泌物，恶臭味明显，显微镜下可见

弥漫性皮肤全层及肌层炎性细胞浸润，见图３、４。

２．３　创面痂下细菌定量结果　接种１×１０
７ＣＦＵ／ｍＬ

细菌的大鼠创面细菌含量低于１×１０５ＣＦＵ／ｇ，第５

天后细菌含量逐渐下降。接种１×１０８ＣＦＵ／ｍＬ细菌

的大鼠创面细菌含量高于１×１０５ＣＦＵ／ｇ，第７天后

细菌含量逐渐下降。接种１×１０９ＣＦＵ／ｍＬ细菌大

鼠创面细菌含量高于１×１０５ＣＦＵ／ｇ，接种细菌后

１４ｄ内细菌含量高于１×１０５ＣＦＵ／ｇ，并呈明显持

续上升趋势。见表１。

　　ａ：接种菌量为１×１０７ＣＦＵ／ｍＬ的大鼠创面未见明显炎性细胞浸润；ｂ：接种菌量为１×１０８ＣＦＵ／ｍＬ的大鼠创面可见表

皮及真皮浅层炎性细胞浸润；ｃ：接种菌量为１×１０９ＣＦＵ／ｍＬ的大鼠创面可见皮肤全层及肌层弥漫性炎性细胞浸润

图３　深Ⅱ度烫伤大鼠创面接种不同浓度铜绿假单胞菌后组织学表现（ＨＥ×２００）

犉犻犵狌狉犲３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ｕｎｄｏｆｒａｔｓｗｉｔｈｄｅｅｐｓｅｃｏｎｄｄｅｇｒｅｅｓｃａｌｄａｆｔｅｒ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犘．犪犲狉狌犵犻狀狅狊犪（ＨＥ×２００）

　　ａ：接种１×１０７ＣＦＵ／ｍＬ细菌的大鼠创面基本红润，有少量分泌物；ｂ：接种１×１０８ＣＦＵ／ｍＬ细菌的大鼠创面可见的脓性

分泌物；ｃ：接种１×１０９ＣＦＵ／ｍＬ细菌的大鼠创面可见大量脓性分泌物

图４　深Ⅱ度烫伤大鼠创面接种不同浓度铜绿假单胞菌后外观表现

犉犻犵狌狉犲４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ｗｏｕｎｄｏｆｒａｔｓｗｉｔｈｄｅｅｐｓｅｃｏｎｄｄｅｇｒｅｅｓｃａｌｄａｆｔｅｒ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犘．犪犲狉狌犵犻狀狅狊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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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３组大鼠创面接种不同浓度铜绿假单胞菌后各时间点痂下细菌含量（×１０５ＣＦＵ／ｇ）

犜犪犫犾犲１　Ｓｕｂｅｓｃｈａｒ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ｕｎｔｏｆ３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ｒａｔ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ｐｏｉ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犘．犪犲狉狌犵犻狀狅狊犪（×１０
５ＣＦＵ／ｇ）

组别 １ｄ ２ｄ ４ｄ ７ｄ １４ｄ

接种１×１０９ＣＦＵ／ｍＬ细菌组（狀＝１０） ２．６０±０．９９ ４．６０±０．４２ ７．１０±０．５６ ２７．０２±１．８７ ３８．１０±３．３９

接种１×１０８ＣＦＵ／ｍＬ细菌组（狀＝１０） １．２０±０．５５ ２．４０±０．６４ ３．７４±１．１２ ５．１４±１．４０ ２．７１±０．７９

接种１×１０７ＣＦＵ／ｍＬ细菌组（狀＝１０） ０．３５±０．１１ １．２０±０．４６ １．７０±０．７１ ０．７１±０．３２ ０．５６±０．１１

２．４　创面愈合时间比较　接种１×１０
９ＣＦＵ／ｍＬ

铜绿假单胞菌的大鼠创面愈合时间为（２１．４±２．４）

ｄ，长于对照组的创面愈合时间（１８．４±１．７）ｄ（狋＝

２．７２，犘＜０．０５）。接种１×１０
８ＣＦＵ／ｍＬ铜绿假单

胞菌的大鼠创面愈合时间为（１９．４±１．１）ｄ，接种

１×１０７ＣＦＵ／ｍＬ铜绿假单胞菌的大鼠创面愈合时

间为（１８．３±１．３）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狋值分别为１．３３、０．１６，均犘＞０．０５）。

２．５　两种接种方法比较　两种方法分别接种１×

１０９ＣＦＵ／ｍＬ细菌后１４ｄ，大鼠创面痂下细菌含量

均高于１×１０５ＣＦＵ／ｇ，呈持续上升趋势。见表２。

痂下埋藏法愈合时间（２２．５±１．５）ｄ，切痂涂抹法愈

合时间为（２１．８±１．３）ｄ，两种接种方法愈合时间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狋＝１，犘＞０．０５）。

表２　两种方法接种１×１０
９ＣＦＵ／ｍＬ铜绿假单胞菌后各时间点大鼠创面痂下细菌含量（×１０５ＣＦＵ／ｇ）

犜犪犫犾犲２　Ｓｕｂｅｓｃｈａｒ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ｕｎｔｏｆｒａｔ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ｐｏｉ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ｅｄ１×１０
９ＣＦＵ／ｍＬ犘．犪犲狉狌犵犻狀狅狊犪ｂｙｔｗｏ

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０５ＣＦＵ／ｇ）

组别 １ｄ ２ｄ ４ｄ ７ｄ １４ｄ

痂下埋藏法（狀＝１０） ２．８９±０．１４ ４．７２±０．５２ ７．９７±０．４５ ２８．２７±０．８７ ３８．６１±１．８０

切痂涂抹法（狀＝１０） ２．３２±０．０４ ４．２７±０．５９ ６．７３±０．６７ ２６．７３±０．６８ ３６．７３±１．３８

３　讨论

为客观的评价疗效，动物烫伤合并创面感染模

型的构建在烫伤药物及敷料的研究中扮演着举足轻

重的角色，因此，建立一种简便规范、可控制、重复性

强，且与临床接近的动物模型，对烫伤合并创面感染

的治疗和药物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关于烫伤合并感染创面模型的研

究较多［９１０］，其中Ⅰ度和浅Ⅱ度烫伤的创伤程度较

轻，仅伤及表皮和真皮层，创面感染可以被自身清

除，以自然愈合为主，创面的愈合过程和愈合时间接

近；Ⅲ度烫伤由于创伤严重，容易造成侵袭性伤害，

治疗周期长，病死率高，不适合进行动物模型相关研

究［１１］。深Ⅱ度烫伤创伤程度适中，创伤达真皮乳头

层，损伤部分为网状层及皮肤附件结构，愈合周期在

３周左右，能比较出各种治疗措施的疗效，是比较理

想的烫伤动物模型［１２］。

近年来，制作动物烧烫伤模型常用方法包括溴

钨灯光辐射及闪光粉致动物体表烧伤、凝固汽油燃

烧或开水烫伤致动物体表烧伤法、磷烧伤及高温金

属模具烧伤等［１３１４］。烫伤对皮肤的损害程度主要与

致伤温度、时间、面积等因素相关，但以上方法不同

程度上存在模型烫伤创面深度不一致、创面面积难

以控制、致伤温度不恒定、操作过程繁琐等缺点，导

致可重复性和实验效果均较差［１５］。通过综合各种

方法的优点，本研究应用的恒温蒸汽烫伤仪可在温

度、时间和面积等方面达到标准化，提高动物模型构

建的稳定性和可重复性。与传统模型相比，本研究

建立的动物烫伤模型皮肤损伤仅由热力所致，排除

了重力等因素的影响，在烫伤温度一致的情况下，烫

伤时间成为控制烫伤深度的关键因素［１６］。恒温蒸

汽烫伤仪具有烫伤面积可控、深度均匀、创面干净、

操作简单等优点，适合进行各种创面药物及敷料的

比较及作用机制研究。

本实验组织病理观察可见烫伤深度随着致伤时

间的延长逐渐加深。烫伤１２ｈ时损伤处于进展阶

段；烫伤２４ｈ时创面深度稳定，同一致伤时间的病

理结果一致；烫伤４８ｈ时创面病理结果与伤后２４ｈ

比较无明显差异。烫伤对皮肤组织的损伤是动态变

化的过程，因此，判定烫伤深度应以伤后２４ｈ后的

结果为准，其中组织学病理观察被认为是确定烫伤

深度的金标准［１７］。烫伤合并创面感染后，机体免疫

细胞启动炎症反应，产生大量炎症细胞并聚集［１８］。

细菌负荷是影响创面感染的一个重要因素，当

细菌负荷大于宿主的免疫防御能力时出现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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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１９］。Ｋｒｉｚｅｋ等
［２０］研究证实，当感染细菌负荷

水平＜１０
５ＣＦＵ／ｇ，伤口愈合时间才开始逐渐延长。

本实验结果显示，细菌负荷高于１×１０５ＣＦＵ／ｇ，愈

合时间明显延长，被认为是有效感染的鉴定标准。

本组实验结果显示，烫伤后创面接种细菌浓度不同

创面感染程度不同，动物全身炎症反应也不同。当

接种细菌浓度为１×１０８ＣＦＵ／ｍＬ和１×１０７ＣＦＵ／ｍＬ

时，接种后４ｄ和７ｄ细菌负荷开始减少，细菌大部

分可以被机体清除，炎症反应不明显；与生理盐水对

照组相比，炎性细胞浸润程度无明显差别，且合并感

染的创面愈合时间和生理盐水对照组相近。当接种

细菌浓度为１×１０９ＣＦＵ／ｍＬ时，接种细菌后１４ｄ内，

痂下细菌含量呈持续上升趋势，且创面炎症反应明

显，炎性细胞广泛浸润；与对照组相比，创面愈合时间

延长。由此可以确定，接种细菌浓度１×１０９ＣＦＵ／ｍＬ

符合烫伤合并创面感染的发展进程，可以用来比较

药物及敷料的疗效。

比较切痂涂抹法和痂下埋藏法两种接种方法，

结果显示，两种方法形成的创面愈合时间相近，痂下

埋藏法与自然的创面感染不同，局部易形成脓肿，感

染灶不均匀，切痂涂抹法更接近临床感染，更适合进

行烫伤合并感染的研究。

综上所述，本组研究结果提示，温度９４℃、烫伤

时间８ｓ、接种１×１０９ＣＦＵ／ｍＬ浓度的铜绿假单胞

菌为制作ＳＤ大鼠深Ⅱ度烫伤合并铜绿假单胞菌感

染创面的最佳条件。由此条件构建的模型烫伤深度

一致、重复性高、稳定性好，大鼠创面感染率高、病死

率低，为烫伤患者创面治疗及修复机制的研究提供

了实验室依据。但是，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烫伤

部位选取大鼠脊柱两侧皮肤，大鼠背部身体弧度使

模具与皮肤接触不均匀，导致创面中间深、周围浅，

应进一步对模具及其固定方法进行改善；大鼠背部

创面的敷料采用胶布固定时，动物搔抓容易脱落，用

环形胶布固定时包扎过紧使动物腹压增加，影响动

物进食。采用创缘与纱布缝合固定，防止动物搔抓

纱布敷料引起脱落，但缝合可以加重局部损伤，再加

上大鼠个体差异及对感染的耐受程度不同等因素，

均可以影响愈合过程及愈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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