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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芙蓉膏对深II度烫伤大鼠模型创面愈合的影响。方法：选择健康SD (雌雄不限)大鼠40只，综

合评估个体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后随机分成正常组、模型组、复方桐叶烧伤油组、芙蓉膏组，每组十只。

对模型组、复方桐叶烧伤油组、芙蓉膏组大鼠背部造成深II度烫伤，伤后立即给药，前5天2次/d，后6
天1次/d，于伤后第1、3、5、7、9、11天计算烫伤愈合率。结果：复方桐叶烧伤油组、芙蓉膏组大鼠

创面愈合率接近，且高于模型组(P < 0.05)。结论：芙蓉膏能促进烫伤创面的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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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Furong ointment on wound healing in a rat model of deep 
second degree scald. Methods: A total of 40 healthy SD rats (male and female)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normal group, model group, compound tung leaf burn oil group and Furong 
ointment group, with 10 rats in each group. The model group, compound tung leaf burns oi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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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rong ointment group rats back causing II degree burns, wounds, immediately after 5 days 
before 2 times/d, 1/d 6 days after injury 1, 3, 5, 7, 9, 11 days to calculate burn healing rate. Results: 
The wound healing rate of compound tung leaf burn oil group and Furong ointment group was 
close to and higher than that of mode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Furong ointment can promote 
the healing of scald w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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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烧烫伤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多见，常见于皮肤或者黏膜，是指因沸水、油、光、烈火、电、放射线或

化学物质作用于人体而引起的损伤，是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1]。严重者甚至会发生“烧伤休克”和一系

列独特的病理生理变化，给患者带来痛苦和不便。因此烧烫伤创面早期的及时处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有

助于减轻病人的痛苦，减少伤口感染。在烧烫伤的治疗过程中广泛运用西药，达到一定疗效的同时也带

来了显著的不良反应，而中药恰能解决这个问题，其药源广泛，经济实用，安全有效，几乎无副作用等

特点使之成为近些年烧烫伤药物的研究热点[2]。木芙蓉常被土家族人用来治疗烧烫伤，历史悠久[3]，近

年来经过加工制成了多种膏药，本研究使用的芙蓉膏由芙蓉叶、大黄、黄柏、泽兰叶、黄芩、黄连、冰

片组成，采用大鼠深 II 度烫伤模型，以同样为土家族常用的治疗烧烫伤药物，且在专利认证时被评为目

前国内治疗烧烫伤面积最大的药物，在 II 度以上烧烫伤的治疗效果明显的同类药物的复方桐叶烧伤油作

为阳性对照[4]，观察芙蓉膏对大鼠深 II 度皮肤烫伤的皮肤修复作用，为促进土家族常用药木芙蓉在临床

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实验动物 

SPF 级 SD 大鼠 40 只，雌雄不限，体质量(160 ± 20) g，购自沅江市惠源科教工程有限公司，合格证

号：SCXK(湘)2019-0011。该实验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2.2. 实验试剂 

芙蓉膏，河北省中医研究院，批号为冀卫[2010]第 0022 号，由芙蓉叶、大黄、黄柏、泽兰叶、黄芩、

黄连、冰片组成；复方桐叶烧伤油，湘西宏成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Z20063825，0.9%氯化钠注射液，

批号 D17080204，贵州科伦药业有限公司；水合氯醛，批号 20130513，成都市科龙化工试剂厂；透明硫

酸纸，武汉鸿运远大广告有限公司；马头牌砝码，中国上海。 

2.3. 实验仪器 

OHAUS CP213 型电子天平，奥豪斯仪器(常州)有限公司制造；MK-SJ1702 型电热水壶，广东美的生

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FC5806 型理发器，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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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模型的制备 

SPF 级 SD 大鼠 40 只，雌雄不限，体重 140~180 g，适应性饲养，经综合评估个体差异无显著性后，

将大鼠随机分为四组，分别为正常组、模型组、复方桐叶烧伤油组、芙蓉膏组，每组 10 只。各组大鼠腹

腔注射 10%水合氯醛(按 3 mL/kg 给药)麻醉，用电动理发器在大鼠背部脊柱两侧进行脱毛，面积 2.2 cm × 
2.2 cm。使用纱布包裹质量为 100 g、底面积为 1.21π cm2 的砝码，将其放入 100℃的沸水中 5 min 后取出。

然后立即将砝码放在除正常对照组外的其余各组大鼠背部脱毛处，持续 7 s，每只大鼠在背部两侧各造成

1 个烫伤面，烫伤后立即用硫酸透明纸和 0.5 中性笔描绘出伤口形状，剪下，采用称重计算伤口面积(每
只大鼠 2 个烫伤口数据合并计算，作为一个动物的数据)。伤后大鼠分笼饲养并给予饲料及蒸馏水，保证

垫料干燥清洁，通风良好。正常组大鼠背部皮肤去毛后，用室温蒸馏水代替沸水，操作步骤同以上三组。 

2.5. 实验给药 

正常对照组大鼠脱毛区不做任何处理，模型组大鼠烫伤创面使用生理盐水，复方桐叶烧伤油组大鼠

烫伤创面使用复方桐叶烧伤油，芙蓉膏组大鼠烫伤创面使用芙蓉膏。各组制剂涂抹厚度均为 2~3 mm，实

验前 5 天每天换药 2 次，两次的换药时间间隔为 6 h，实验第 6~11 天每天换药一次，换药之前，需要将

残留于创面的药物及液化物清理干净，并暴露创面用药，整个实验过程共持续 11 天。实验期间动物自由

进食、进水。 

2.6. 观察指标 

(1) 烫伤创面大体观察： 
每天换药时观察创面水肿渗出程度，是否干燥，有无分泌物及创周红肿变化等。 
(2) 烫伤创面愈合率测定： 
分别在烫伤后的第 1 天、第 3 天、第 5 天、第 7 天、第 11 天 5 个时间点按照描记称重法测定。方

法如下：以第 1 天所描创面面积作为烫伤起始面积，用硫酸透明纸对创面伤口进行完整描绘，随后将描

绘伤口图形剪下，称质量，以质量代替面积计算创面愈合率。组织创面愈合率计算公式如下： 

( )% 100%−
= ×
烫伤起始面积 各时间点面积

组织创面愈合率
烫伤起始面积

 

2.7.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6.0 软件分析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烫伤创面大体观察 

烫伤后 1~2 天创面出现红肿和渗出现象，伴有小水泡，情况以模型组大鼠最严重，芙蓉膏组大鼠次

之，复方桐叶烧伤油组大鼠最轻，伤后 3 d 以后各组大鼠烫伤创面干燥。 

3.2. 各组大鼠烫伤创面愈合率比较 

3.2.1. 芙蓉膏对大鼠行为活动和死亡数量的影响 
各组大鼠烫伤后的 1~2 天内，行为活动显著减少，食欲不振，饮水量明显下降，给药后期各组大鼠

食欲逐渐恢复正常，活动增加。用药期间大鼠死亡情况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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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Number of death of rats in each group after continuous administration (one) 
表 1. 各组连续给药大鼠死亡数量(只) 

组别 例数 
连续给药时间 

1 d 3 d 5 d 7 d 11 d 

对照组 10 0 0 0 0 0 

模型组 10 0 0 0 0 0 

复方桐叶烧伤油组 10 0 0 0 0 0 

木芙蓉膏组 10 1 0 0 0 0 

3.2.2. 芙蓉膏对大鼠伤口面积及愈合率的影响 
大鼠皮肤烫伤当天烫伤处皮肤变灰白，与周围正常皮肤的分界清晰，1~2 d 出现不同程度的肿胀，继

而伤口处皮肤开始变黑变硬，表面凹凸不平，同时伤口周边部皮肤收缩使得伤口呈缩小趋势，各组创面

基本情况相似，其中复方桐叶烧伤油组于第 4 天开始结痂，早于其他两组；与模型组比较，芙蓉膏组创

面也有一定的缩小趋势，愈合率相比对照组明显增加，于连续较长时间给药的第 7 天和第 11 天有统计学

意义。与模型组比较，复方桐叶烧伤油组和芙蓉膏组具体结果见表 2。 
 

Table 2. Effect of Furong ointment on wound healing rate of rats ( x s± , %) 
表 2. 芙蓉膏对大鼠伤口愈合率的影响( x s± , %) 

组别 例数 
连续给药时间 

3 d 5 d 7 d 11 d 

模型组 10 3.73 ± 2.77 10.49 ± 4.59 16.22 ± 4.24 24.26 ± 5.78 

复方桐叶烧伤油组 10 8.59 ± 4.79 17.85 ± 7.16 25.29 ± 8.11* 38.92 ± 7.42* 

木芙蓉膏组 10 12.21 ± 5.16 18.63 ± 3.39 29.27 ± 5.66* 38.16 ± 3.96* 

注：与模型组比较，*p < 0.05。 

4. 讨论 

我国民族医药资源十分丰富，但由于对民族医药的古籍资料保护力度不够，对民族药物的开发和利

用缺乏创新能力和人才队伍建设的不足等原因导致民族医药难以抵挡西药的冲击，使得这一文化瑰宝不

断被掩藏[5]，而研究土家族医药不仅能了解土家族独特的文化、开发更多医学宝藏，而且能推动当地经

济的发展、为临床用药提供更多的选择，帮助民族医药走向更大更规范化的舞台[6]，因此本实验因地制

宜，利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的治疗烧烫伤的第一个土家族药品复方桐叶烧伤油作为工具

药[7]，研究湖南湘西土家族居民口口相传的常用烧烫伤药物木芙蓉所制成的膏药是否具有良好的皮肤修

复作用，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民族医药，为民族医药的发展添砖加瓦。 
烫伤是临床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其主要是指由于皮肤接触到沸水、热油、高温固体、高温蒸汽等

而导致的损伤[8]，烫伤会破坏皮肤的防御功能，患者抵抗力下降，常常会出现创面出现感染等问题[9]，
深 II 度烫伤创面修复过程主要涉及炎症反应期，肉芽组织形成期和组织重塑期[10]，在临床上主要通过

药物或手术的方法进行治疗，防治局部和全身的感染，促使创面尽快愈合，减少瘢痕所造成的功能障碍。

本实验所使用的芙蓉膏由木芙蓉叶、大黄、黄柏、泽兰叶、黄芩、黄连、冰片制成，其主要成分木芙蓉

叶具有的抗炎、镇痛的效果[11]，对烫伤患者产生的疼痛、红肿等症状有缓解功效，其抗菌、增强机体免

疫力的功能有助于防止患者后期的感染以及促进伤口的恢复[12]，本实验结果也表明，使用芙蓉膏后大鼠

伤口明显愈合，愈合率与阳性对照药复方桐叶烧伤油相近，对烫伤治疗效果较好，有一定的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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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芙蓉膏对大鼠深 II 度烫伤处皮肤具有较好的修复作用，有利于烫伤创面的愈合，可供临

床借鉴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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