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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伤敷料在伤口愈合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有孔隙结构的纤维型敷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介

绍了基于不同来源天然材料的创伤敷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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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研究。

  长期以来,由于擦伤、创伤、烧伤、手术切口、糖尿

病溃疡等原因导致皮肤受到损伤的事件多有发生。伤

口愈合、组织修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创伤敷料在这一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敷料作为暂时性皮肤替代

物可起到保护创面、止血、防止感染等作用,同时还可

能具有固定作用。传统敷料,如纱布、棉垫、绷带等,一
般用于覆盖创面及被动吸收伤口渗出物,只能为创面

提供有限的保护,仅可起到物理保护作用,对创面无促

进愈合作用,这也导致创面生物敷料应运而生。理想

的敷料应当是能够为愈合创造适宜的环境,具有良好

的表面活性,有利于促进组织修复,又具有一定的防护

功能,能够防止环境中微生物侵入[1-3]。在敷料组成

上,天然生物材料具有细胞信号识别、促进细胞增殖和

分化、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等特点,因而显示出巨大优

势。此外,在敷料形态方面,多孔纤维型材料由于其内

部多有孔隙结构,相互交织的网络状结构,一般具有较

大的比表面积、良好的透水汽性、良好的吸附液体的能

力、一定的力学性能,因而在敷料领域应用广泛。

1 植物源纤维型敷料

1.1 海藻酸基敷料

海藻酸(alginate)是由甘露糖醛酸和葡萄糖醛酸

单位组成的线性多糖,分子量从1~60万不等。海藻

酸具有良好的亲水性和生物相容性,并且生物降解性

好,在愈合过程中,被生物降解在渗液内,创面上无残

留[4]。海藻酸盐无纺布敷料常用于表皮伤口,海藻酸

盐纤维用于填充深的伤口。李建全等[5]通过选用适当

甘露糖醛酸和古罗糖醛酸比例的海藻酸原料,采用湿

法纺丝工艺及针刺技术,制备得到同时具有高完整性

和高凝胶性的海藻酸敷料。此外,海藻酸基的静电纺

纳米纤维膜也被用于敷料。Safi等[6]采用静电纺丝法

制备了海藻酸/聚乙烯醇复合纳米纤维,证明了该混合

溶液的可纺性,结果表明,该纳米纤维膜可以更好地加

快伤口愈合,是一种效果理想的伤口敷料。海藻酸钙

纤维膜伤口敷料具有较强的伤口渗出液吸收性、止血

性、清创作用和将细菌固定在海藻酸钙纤维中间和非

黏附性等特点[7],近些年通常将其与其他有机或无机

材料混纺以进一步提高纤维膜的伤口敷料性质[8]。例

如,将盐酸莫西沙星、聚乙烯醇和海藻酸混纺制备的纳

米纤维膜,可以提高敷料的抑菌性[9]。

1.2 纤维素基敷料

纤维素是以葡萄糖为单元,由β-1,4-糖苷键连接

而成的多糖,提取自多种植物以及微生物中,分子量为

5~250万[10]。纳米纤维素适合于制作成各种膜材料

用于创面敷料上,特别是作为基础性的支撑或固定结

合其他材料混合使用[11]。另一方面,通过在纤维素基

架上引入一定比例的羧甲基基团,形成羧甲基纤维素

(carboxymethylcellulose),可 使 纤 维 素 获 得 溶 解

性[12]。亲水性纤维膜即是由亲水性的羧甲基纤维素

钠、壳聚糖等材料制备而成的超细纤维无纺布。对纤

维素进行氧化可获得氧化纤维素,氧化纤维素是一种

实用且有效的止血剂,作为伤口敷料,尤为适合治愈慢

性伤口持续发炎阶段[13]。Mittal等人[14]将氧化再生

纤维素止血纱布缝合在膀胱和尿道黏膜之间,用以研

究其对膀胱颈瘘疾病的巩固治疗的效果,结果表明该

材料具有止血、抑菌的效果,一段时间后可自行降解,
认为其是一种理想的临时封闭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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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植物源敷料

果胶是一类天然的聚阴离子多糖,陈赛楠等[15]采

用静电纺丝法制备了果胶酸钙纳米纤维膜,并将其与

海藻酸钙纳米纤维膜和壳聚糖纳米纤维膜进行对比,
发现静电纺果胶酸钙纳米纤维膜与它们具有相当的强

度和透气性,能以更快的速度吸收更多的液体,且更有

效地抑制细菌的生长,是一种很有发展前景的伤口敷

料。此外,还有以果胶、魔芋葡甘聚糖或玉米淀粉为原

料的交联型二醛多糖纳米纤维膜,取得一定效果。苎

麻纤维,含有叮咛、嘧啶、嘌呤等有益元素,具有抑菌、
透气、凉爽、防腐、防霉等功能,是世界公认的“天然纤

维之王”[16],苎麻基的复合纤维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
应用广泛。刘晓东等[17]开发了一种苎麻经编三维立

体结构的医用敷料,具有优越的稳定性和成型性,不易

走形,便于使用,同时具有抗菌的功效,有较高的实用

价值。王树源等[18]以汉麻纤维为原料,通过水刺复合

技术进行汉麻黏胶复合,再通过藻酸盐凝胶整理制备

出一种具有良好微孔结构的汉麻基海藻酸钙复合医用

敷料,结果显示该敷料具有较好的保湿、抗菌、止血防

粘联作用。可见,麻纤维由于其中空多孔的形态结构

使其具有一定的优势,此外,麻类纤维如亚麻、苎麻、大
麻、黄麻等都具有天然的抗菌和抑菌功能及一定的保

健作用,使其在敷料领域中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19]。

2 动物源纤维型敷料

2.1 壳聚糖基敷料

壳聚糖(chitosan),(1,4)-2-氨基-2-脱氧-β-D-葡聚

糖,是甲壳素脱乙酰的产物。壳聚糖是自然界中唯一

带正电多聚糖胺,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无免疫排斥

反应,可生物降解,且降解产物对人体无毒无害,并具

有一定的广谱抗菌/抑菌性、止血性能,被广泛应用于

创伤敷料、药物载体、组织工程支架等医药领域[20],壳
聚糖材料包容性好,可以和各种材料相互兼容。壳聚

糖纤维膜通常是将壳聚糖溶于适宜的溶剂通过纺丝技

术制备而成[21]。壳聚糖纤维膜用作伤口敷料具有一

定的止血性、抑菌性和良好的黏附性质[22],通过在壳

聚糖纺丝液中加入银或抗生素可进一步提高其抗菌抑

菌性,例如,将壳聚糖、聚乙烯醇、蜂蜜、大蒜和醉蝶花

提取物混纺,最终获得具有较好抑菌效果且副作用小

的伤口敷料[23];将海藻酸、壳聚糖和银混纺,获得抑菌

性和吸液、保水性较好的纤维膜[24]。

2.2 胶原基敷料

胶原是细胞外基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动物体内

含量最多、分布最广的蛋白质,因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

性,较低的免疫原性,在生物医用材料中应用广泛[25]。
沈先荣等[26]以胶原蛋白为原料,采用静电纺丝技术制

备静电纺丝膜,复合以海藻酸盐膜、弹性防水膜等原料

制备出具有防海水浸泡、抗感染、促愈合、镇痛、止血功

效的应急救治医用材料。陈腊梅等[27]以聚己内酯、胶
原、莫匹罗星等为原料利用同轴静电纺丝制备了具有

核壳结构纳米纤维未交联敷料,通过京尼平将胶原外

壳交联后得到交联敷料,结果表明未交联型敷料具有

更好的细胞相容性,2种纳米纤维敷料均具有优良的

抗菌抑菌性能。此外,以胶原为主要成分的细胞外基

质材料,如脱细胞真皮基质,其纤维纵横交错,具有天

然的孔隙结构,用作伤口敷料,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3 其他动物源敷料

丝素主要由非极性氨基酸组成,是一种不溶于水

的天然纤维蛋白,拥有较优的力学性能、良好的生物相

容性、可降解性高,以丝素为基材的伤口敷料被广泛应

用于伤口治愈[28]。鲍韡韡等[29]采用静电纺制备再生

丝素/明胶纳米纤维,结果表明该材料具有良好的细胞

相容性。弹性蛋白是一种细胞外基质蛋白,可为皮肤

增添弹力和恢复力,但具有高度交联,不溶于水的特

点,限制了其在生物材料领域的应用,有研究者将其与

丝素复合,经京尼平交联制备得到具有仿生结构的多

孔支架敷料材料,取得一定效果[30]。

3 结语

天然来源的材料,具有无毒、免疫抗原性小、不含

有机溶剂、良好的吸收性和生物相容性的优点,对该类

材料进行适当改性、搭配和接不同特性的适配,辅以合

理的成型方法与技术(如纺丝),能够实现材料性能的

互补,可得到机械性能好、生物相容性好、吸收性能好

的敷料,在一定程度上,可加快伤口愈合。此外,还可

以在复合敷料中添加具有功能化作用(如抗菌)的材

料,制得药物性敷料,不但可以减少创面感染,还能起

到治疗伤口、抗菌抑菌的作用。此外,创伤敷料的三维

微孔结构和一定的机械性能在敷料诱导皮肤组织再生

方面有至关重要的协同作用[31]。以天然材料为基材

的纤维类敷料具有较大的优势,在创伤敷料领域具有

较大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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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体,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旅游商业化的冲击下,
苗绣文化的传承在表面上似乎发生了文化的断裂和变

异,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稀缺的属性并没有随着分解

型文化的产生而消失殆尽,所以传承与发展苗绣文化,
关注苗绣背扇代代传承的民族精神要义,利用服装设

计这个现代文化的载体,将苗族背扇中所展现的神秘

文化展现给大众,呼吁更多的设计师关注苗族背扇的

文化精粹,更深层次地破解神秘的苗绣审美真谛,对民

族服饰设计领域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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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MiaoEmbroideryBeishanPatternsinClothingDesign
LIUTian-yuan1,CHENXing2,CHENDa-hao3

(1.CollegeofInformationandBusiness,ZhongyuanUniversityofTechnology,Zhengzhou450007,China;

2.HenanLuoyangCulturalCenter,Luoyang471000,China;

3.HenanLuoyangZhouGongTempleMuseum,Luoyang471000,China)

  Abstract:ByanalyzingthesituationofMiaoembroideryBeishanpatterninsubjectinheritance,manufacturingtechniquesandar-

tisticstyle,thedesigningprincipleofMiaoembroideryBeishanpatterninappareldesignwasrefined.Threedesignmethodsofcultural

presentationmethod,popularcolorsubstitutionmethodandprofiledetailreflectionmethodwereconcluded.Itwassupportedbyactu-

aldesigningcasestoheritageanddevelopMiaoembroideryBeishanpatternbyappareldesigncarrier.Itcouldbringsomeillumination

forappareldesignindustrytodeterminethedesigndirectioninthefieldoffolkcostumedesign.

Keywords: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Miaoembroidery;Beishan;apparel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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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ousFibrousWoundDressingBasedonNaturalMaterials
WANGKang-jian1,CHENYi-ning2,LIUCai-rong1,LIUXiao-dong3,ZHANGYi1

(1.SichuanProvinceFiberInspectionBureau,Chengdu610015,China;

2.DepartmentofBiomassChemistryandEngineering,SichuanUniversity,Chengdu610065,China;

3.ChengduTextileCollege,Chengdu611731,China)

  Abstract:Wounddressingplayedanimportantroleintheprogressofwoundhealing.Fibrouswounddressingwithporestructure

wasanimportantaspectofthewounddressing.Wounddressingwasintroducedbasedonnaturalmaterialsfromdifferentsources.

Keywords:wounddressing;naturalmaterials;porous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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