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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围手术期静脉注射左卡尼汀对腹部手术切口愈合的疗效。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我院

腹部外科手术患者 200 例，按照随机、对照原则分成对照组和治疗组（静脉注射左卡尼汀组），对照组按围手术期常规处理，治

疗组在常规处理基础上加用左卡尼汀注射液对其进行干预，治疗时间 1 周，每周随访 1 次，随访时间 1 月。 结果 切口愈合不良

发生率对照组 7/100（7%），治疗组 3/100（3%）；切口平均愈合时间对照组 8.63d，治疗组 7.61d，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01＜0.05）。 结论 围手术期静脉注射左卡尼汀能降低腹部切口愈合不良发生率，缩短切口愈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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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23 例，中度残疾 11 例，重度残疾 4 例，植物状

态 1 例，死亡 1 例，总有效率 85.0%；对 照 组 良 好

11 例，中度残疾 15 例，重度残疾 8 例，植物状态 4
例，死亡 2 例，总有效率 65.0%。两组各项比较均有

显著性差异，详见表 2。

3 讨论

重型颅脑外伤主要特征是病情严重且变化迅

猛，难以控制迅速增高的颅内压，引起严重的继发

性损伤，其致残与致死率均较高，临床认为采取及

时、有效的手术治疗，以清除血肿，迅速降低颅内

压，是积极挽救患者生命的关键手段 [3]。 过去重型

颅脑外伤患者主要运用传统大骨瓣开颅术作为治

疗方法，主要在颞顶行马蹄形切口，开小骨窗以降

低颅内压，然而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由于切

口小，视野有限，未能暴露颅底及颞极等，导致止

血不彻底， 清除坏死组织时容易将正常的组织一

并清除或坏死组织清除不净等。 而改良标准去骨

瓣减压方法不仅可以避免传统去骨瓣减压方法的

缺点，能将蝶骨嵴、额骨颧突、顶叶、额叶、中颅窝、
前颅窝等充分暴露出来， 改良后的术式开骨窗面

积适中，不仅确保了减压效果，而且还能有效降低

手术时间，减少对患者的创伤，此外改良标准去骨

瓣开颅术的并发症较少， 其将无需的脑组织保护

起来，术后脑脊液引流通畅。
本研究通过对观察组和对照组的结果对比分

析，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在术后 1d、3d 和 7d 的

颅内压分别为 228.6±39.8、258.9±37.6 和 215.2±22.
1，都分别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的相应时间的颅内

压 （424.7±51.1、396.8±35.8 和 320.3±42.3）。 此外

GOS 评分结果发现 40 例观察组患者中，治疗良好

和中度残疾的患者分别为 23 例和 11 例， 总有效

率达到 85.0%，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11 例和 15 例，
及其 65.0%的总有效率。这说明改良标准去骨瓣开

颅术比传统去骨瓣开颅术的治疗效果好。
综上所述，对于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改良标准

去骨瓣开颅术和传统去骨瓣开颅术相比， 可以更

加有效改善患者术后颅内压，提升临床治疗效果，
改善生活质量，应在临床中多加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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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的术后颅内压比较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P 值

n

40
40

术后 1d 术后 3d 术后 7d

228.6±39.8
424.7±51.1

0.012

258.9±37.6
396.8±35.8

0.017

215.2±22.1
320.3±42.3

0.009

表 2 两组的 GOS 评分比较 n(%)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P 值

良好

23(57.5)

11(27.5)

0.003

中度残疾 重度残疾

11(27.5)

15(37.5)

0.145

4(10.0)

8(20.0)

0.035

植物状态 死亡 总有效率

1(2.5)

4(10.0)

0.022

1(2.5)

2(5.0)

0.036

85.0%

65.0%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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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手术切口愈合不良是一直困扰着我们外

科临床工作者，一旦发生，它不仅给病人带来身体

和精神上的痛苦，而且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严重

者会引发全身感染，甚至导致病人死亡。 同时也可

能导致医疗纠纷的发生。 目前已采用了各种方法

来减少它的发生， 但是手术后切口愈合不良发生

率仍居高不下， 探索更为有效的防治措施是当下

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探讨围手术期使用左卡尼

汀， 利用左卡尼汀对影响切口愈合的各个因素均

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作用， 从而达到促进切口愈合

目的。 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分析方法探讨围手术

期使用左卡尼汀影响腹部切口愈合的有效性和安

全性，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我院普通外科收治的 200 例拟行开放腹部外科手

术患者。 按照随机、对照原则分成对照组 100 例，
其 中 男 66 例 ，女 34 例 ，平 均 年 龄 （48.50±17.28）
岁。 治疗组 100 例，其中男 54 例，女 46 例，平均年

龄（49.12±18.47）岁。 二组病人术前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1)。
病例选择纳入标准：⑴拟进行腹部外科手术；

⑵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⑴严重心、肝、肾功

能不全者；⑵癫痫等严重神经系统病史患者；⑶1
型糖尿病患者； ⑷不能配合治疗， 依从性差的患

者；⑸未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剔除标准：⑴术中出

现明显操作问题，可能导致切口愈合不佳者；⑵术

后出现严重并发症者； ⑶因医疗外因素导致切口

破坏者。
1.2 治疗方法 本方案共入组 200 例受试患者，所

有受试患者均需签署知情同意书；按照随机、对照

原则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 对照组按围手术期常

规处理， 治疗组在常规处理基础上加用左卡尼汀

注射液（2.0g/d bid）；治疗时间均为 1 周，每周随访

1 次，随访时间 1 个月。
1.3 指标监测 主要评分内容：⑴出现伤口愈合不

良的患者人数及表现形式； ⑵患者伤口愈合的平

均天数；⑶患者术后 1 周血常规、空腹血糖、血脂、
体重指数。 其中，伤口愈合不良的诊断标准参照腹

部外科感染（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即：患者

在术后 3-9d 内出现红、肿、热、痛等炎症反应，或

者发现切口内有液体渗出及波动感， 或患者出现

低热， 体温 37.5℃-38.5℃， 或/且手术切口需要清

创、引流、二次缝合等处理方能愈合的均诊断为切

口愈合不良。
1.4 统 计 学 处 理 用 SPSS 16.0 软 件 进 行 统 计 分

析。 分类资料用 χ2 检验， 等级资料用两样本比较

Wilcoxon 秩和检验（校正），两样本均数比较用 t 检

验或 Wilcoxon 秩和检验，自身前后比较用配对 t 检

验或 Wilcoxon 配对秩和检验， 所有的统计检验均

采用双侧检验，P 值小于或等于 0.05 将被认为所

检验的差别有统计意义。
2 结果

2 组入围病人对照组 102 例，2 例因术后转院

剔除。 治疗组 101 例，1 例因同时实施骨科手术剔

除。 观察 2 组切口愈合不良发生率对照组 7/100（7
﹪），其中切口感染 4/100，脂肪液化 2/100，切口裂

开 1/100.治疗组切口愈合不良发生率 3/100（3%），
其中切口感染 2/100， 脂肪液化 1/100.2 组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194＞0.05）；观察 2 组切口平

均愈合时间对照组 8.63d， 治疗组 7.61d，2 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0.05）。 两组病人治疗

期间均未见不良事件发生。对照组与治疗组术后情

况比较参见表 2。
3 讨论

腹部切口是腹部手术的必经途径。由于人为或

客观的原因可能出现愈合不良，主要表现为切口感

染、脂肪液化以及切口裂开等。在外科手术，特别是

在普通外科手术的治疗过程中，手术切口愈合不良

是一种最为常见的并发症。对于切口愈合不良的发

生率，目前认识不尽一致，各文献报道亦不尽相同，
刘 丽 华 等 报 道 普 通 外 科 切 口 愈 合 不 良 发 生 率 9.
65-17.65%[1]。王兆太等人抽取 2000 年 1 月至 2007
年 1 月腹部手术 4025 例，切口愈合不良 181 例，其

发生率为 4.5%[2]。王向阳等人抽取 10 年间 2035 例

普通外科手术资料，发现其中发现切口愈合不良者

65 例，发生率 3.19%，其收集的病例中包括腹腔镜

胆囊切除术 [3]。 加拿大学者 cruse 对 62939 例手术

的切口感染进行前瞻性研究，其中清洁切口和污染

切口的感染率分别为 1.5%和 15.2%[4]。 目前综合国

内文献报告，手术后切口愈合不良发生率因选择的

病例不同各家报道不一致，但是影响切口愈合的因

素大多认为包括年龄、有无基础疾病、急诊手术、备

皮至手术时间长短、切口大小、缝合切口医师缝合

技术、手术时间等，同时手术切口的类型、手术时的* 基金项目：江西省卫计委普通科技计划项目（2015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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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以及手术医师的习惯也密切相关， 因此各家

医院手术切口愈合不良发生率有所不同。 切口愈

合不良发生率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医院外科医疗质

量好坏的评价指标之一。 我们收集的二组病人统

计 切 口 愈 合 不 良 发 生 率 与 目 前 国 内 报 道 基 本 一

致，对照组 7/100，治疗组 3/100。
为了降低切口愈合不良的发生， 目前临床上

主要是从改善手术环境、加强无菌操作、预防性使

用抗生素及加强手术后切口护理等途径， 目的降

低切口感染的相关因素。 而我们的研究是利用左

卡尼汀的生物学特性，通过改变机体的内环境，加

速体内脂类代谢为机体提供能量， 增强机体自身

抵抗力，达到加快组织自身的修复能力，来改善切

口愈合不良的现状，缩短手术切口愈合的时间。
关于围手术期使用左卡尼汀影响手术切口愈

合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报道， 通过它参与脂类代谢

并提供能量， 有望为预防切口愈合不良增加一种

新的思维。 我们研究的基础是利用左卡尼汀 （L-
carnitine），即左旋肉碱，化学名为 L-3-羟-4-三甲

氨基丁酸， 它是体内各个组织中广泛存在的一种

特殊氨基酸，其基本骨架为赖氨酸。 人体内源性左

卡尼汀主要来源于肝脏， 它的主要作用是参与脂

类代谢， 将长链脂肪酸转移至线粒体内进行 β-氧

化，产生 ATP 以提供人体活动所需的能量。 机体在

缺氧、缺血时，体内的脂酰-CoA 堆积，线粒体内的

长链脂酰卡尼汀也堆积， 游离卡尼汀因大量消耗

而减低。 此时通过静脉适量补充的左卡尼汀能够

提高游离卡尼汀的水平，使堆积的脂酰-CoA 进入

线粒体内，减少其对腺嘌呤核苷酸转位酶的抑制，
使氧化磷酸化得以顺利进行。 这样对于改善糖脂

代谢紊乱、 提高机体能量供应等有明显的效果 [7]。
同时通过对切口愈合机制的认识，认为切口感染、
血糖升高、营养不良、灌注不足等是影响切口愈合

不良的因素 [6]，而查询左卡尼汀在相关临床研究的

研究结果认为， 左卡尼汀能够针对性地减少切口

愈合不良的影响因素，促进腹部切口的愈合。 ⑴左

卡尼汀能够通过动员脂肪氧化， 改善全身营养状

况。 在上世纪 70 年代，Khan L 等分别在营养不良

的儿童和成人身上发现， 他们体内血浆肉碱水平

是降低的 [8]。 ⑵左卡尼汀能够帮助控制血糖水平，
改善并发症。 我们合作单位研究发现，左卡尼汀联

合短期禁食是 2 型糖尿病的良好治疗方式， 其机

制可能与左卡尼汀改善能量代谢有关[9，10]。 糖尿病

肾病是糖尿病的常见并发症，临床治疗比较复杂。
⑶左卡尼汀能够改善患者冠脉与外周灌注水平。
⑷左卡尼汀能够减少伤口感染。 并且，左卡尼汀提

高腹部术后病人的能量供应， 有利于调节机体的

免疫力，进而帮助预防感染。 ⑸左卡尼汀对脂肪液

化也有很好的预防作用。 综上所述，围手术期常规

使用左卡尼汀能够加速切口愈合的时间， 缩短病

人的住院日，减轻病人的住院费用，有效地节约医

疗资源。 同时还可以避免不必要医疗纠纷，有利于

医患关系的和谐， 增加病人对医院的信誉度及满

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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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性别
过轻 正常 过重 Ⅰ

66/34
54/46
0.083

18
15

71
78

11
7

0.475

33
29

年龄

48.50±17.28
49.12±18.47

0.807

Ⅱ Ⅲ Ⅳ

22
26

32
32

13
13

0.898

组别 n

对照组

治疗组

P 值

100
100

体重指数 手术切口类型

表 2 对照组与治疗组病人术后情况比较

切口愈合不良发生率（%）
感染 脂肪液化 裂开

切口愈合时间

7
3

0.194

4

2

2

1

1

0

8.63
7.61
0.001

切口愈合不良人数

7
2

组别 n

对照组

治疗组

P 值

100
100

切口愈合不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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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缺点。 如手术治疗易于复发，且为创伤性治疗手

段，不易为患者接受 [4]。 激素类药物可明显缓解症

状，但长期应用副作用大，还可能增加癌变几率。
维 生 素 药 物 可 通 过 改 善 肝 功 能 来 调 节 性 激 素 代

谢，但长期服用亦会产生不良反应，且对本病仅起

辅助治疗作用。 碘制剂类药物促进卵巢功能恢复，
纠正雌、孕激素比例的失调，并有软坚散结和缓解

疼痛的作用；但此类药物的反跳现象明显，还会影

响甲状腺功能。 所以现代医学对本乳腺增生疾病

的治疗缺乏理想的有效治疗措施和药物。
祖国医学称乳腺增生病为“乳癖”，主要是脏

腑功能失调，痰凝血瘀而成。 据其病因病机，在方

药中配以消痰化瘀之品， 辅以针炙及合宜的外治

法，最终达到疏通气血，消瘀散结的目的。 已有报

道显示，逍遥丸、十四位融结汤、柴胡疏肝散、四逆

汤等疏肝解郁散结的中药方剂和艾灸对大鼠乳腺

增生模型的病症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5-9]。
鸡内金是一味常用的传统中药，性甘味平，具

有健脾消食、固精止遗、化坚消石之功。 临床主要

作为消食导滞的常用药物之一。 近代医家张锡纯

将其广泛应用于多种瘀血阻滞的病症， 取得很好

的效果，开创了用鸡内金治疗血瘀病的先河，尤其

是在妇科瘀血徽瘕等病症的治疗中效果显著。 目

前使用生鸡内金用治妇科有形病证者较少， 有报

道证明生鸡内金可以缓解子宫肌瘤的症状[10]。 但将

该药针对性地用于乳腺小叶增生疾病的治疗者，
尚未见报道。

我们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结合多年治疗乳

腺增生等妇科病证的经验， 在逍遥散加入生鸡内

金用于治疗肝郁脾虚证乳腺增生病， 取得显著的

疗效。 该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生鸡内金在妇科病

证中的应用价值， 并深入阐明其治疗乳腺增生的

作用机制， 为该药的推广应用提供理论和实验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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