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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药复合敷料一种结合了传统中药和现代材料科学的创新治疗方法，作为一种潜在的创面修复材料，其

在创面修复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本文将综述中药新型复合敷料在创面修复领域应用的研究进展，

旨在创面修复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启示，以期为未来中药新型复合敷料研究提供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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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site materials are an innovative treatment method that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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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e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odern materials science. As a potential wound repair 
material, they have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the field of wound repair. This article will re-
view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new composite material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field 
of wound repair,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wound 
repair, and to provide ideas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new composite materials of tra-
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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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机械化水平提高以及糖尿病发病率的增加，创面修复(wound healing)领域的临床需求日益

增大。据统计，美国每年的烧伤患者高达 150 万人。在我国，每年因各种创伤需要医治的患者高达数千

万。但当前的治疗方法存在诸多局限性和不足。传统的单一治疗方法往往不能很好地解决创面修复过程

中的各种问题，如愈合速度慢、疼痛明显、易感染[1]等。因此，开发新的治疗方法成为迫切需求。中药

复合材料“TCM-Composite Material”(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Composite Material)作为一种新型的治

疗材料，是由多种中药成分组成的复方制剂，具有成分丰富、作用靶点多样、药理作用显著等特点，在

许多疾病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其在创面修复中的潜在作用也逐渐受到关注。本文就中药新型复合敷料

在创面修复方面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2. 创面修复概述 

创面修复是对机体外部物理、化学或生物因素损伤后，组织结构和功能恢复的生理过程。这个过程

涉及伤口愈合，包含由连续但重叠的阶段控制的多方面过程，包括止血/炎症阶段、增殖阶段和重塑阶段

[2]。这些过程的共同目标是恢复损伤区域的形态和功能。创面修复对于任何损伤的愈合都是必要的，不

论伤口是怎么形成的——手术、创伤、烧伤、糖尿病足疮或压疮等。然而，疾病、营养不良、衰老等因

素可能阻碍正常的修复过程，使愈合过程变得困难，甚至可能导致慢性伤口。 

现代的创面修复策略可以大致分为四大类 

a) 物理处理：常见的方法有负压封闭疗法[3]，其对于合并重要血管裸露、凝血功能障碍、厌氧菌感

染等创面并不适用；超声治疗[4]，治疗周期较长，易产生患者依从性差等问题；电疗法[5]，现存的相关

临床研究样本量较少。 
b) 药物治疗：常指的是患处敷用的药膏[6]，中药外用膏药制剂具有临床疗效可靠、价格低廉、安全

性高等优势，但其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明确，在临床推广存在较大阻力。 
c) 生物治疗：干细胞疗法[7]，能有效延缓衍生物的半衰期、增强其稳定性。但是，其依然存在如何

标准化提取、如何用更简便的方法保存活性等问题；生物活性肽[8]，是极具前景的创伤修复开发资源，

但目前的相关研究及临床试验较少，无法明确说明其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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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药新型复合敷料概述 

中药复合敷料种类有很多，本文主要讨论新型复合敷料技术下的外用敷料。 
在创面修复领域，中药复合敷料常见的形式包括贴膜、贴剂、膏药、棉纱布覆盖物、凝胶、敷料、

皮肤喷雾等。比如：中药复合敷料，通过纳米化工艺将中药成分如黄连、黄酮等混入敷料，如透明质酸

凝胶、胶原蛋白凝胶等，谢晓峰[9]等人采用静电纺丝法制备白芨/聚乙烯醇复合纳米静电纺丝膜。中药复

合皮肤喷雾，通过微胶囊制备法处理薰衣草油，茶树油等形成微胶囊喷雾。中药复合贴膜或膏药，如徐

洪璋[10]等人以中药外治经验方溃愈速(浓缩的汤剂)和明胶为主要原料，制备复合溃愈速明胶海绵；包翔

[11]通过静电纺丝技术制备了五倍子单宁酸/透明质酸/石墨烯(TA/HA/G)电纺膜。 

中药复合敷料的主要功能和特性 

a) 促进伤口愈合：许多中药复合敷料含有可以促进皮肤细胞增生和修复的成分，如丹皮酚、三七等。

张湄[12]使用聚乙烯醇(PVA)、海藻酸钠(SA)、百蕊草提取物制备出了百蕊草复合水凝胶，针对大鼠全层

缺损皮肤的修复能力，实验室结果表现出了良好的抗炎活性以及降低细菌感染风险的能力，具有良好的

生物相容性，能有效促进创面愈合。 
b) 抗炎和镇痛：例如，黄连、金银花[13]、板蓝根等中药具有良好的抗炎活性。这些成分可以有效

降低炎症反应、减少疼痛和红肿。 
c) 止血，如梁奕福[14]发明生物医药止血敷料，由透明质酸、马勃孢子粉和止血中药提取物构成，

可迅速吸收血液中的水分，机械性封堵血管破口及毛细血管渗血。 
d) 抗感染：例如，黄柏[15]、黄芩[16]等中药有抗菌抗病毒的作用，可以减少伤口感染的概率。 
e) 降低疤痕形成：例如，花椒[17]等中药具有抑制增生性疤痕形成的效果。 
f) 多靶点：传统中药复合敷料主要特点是多成分、多靶点，能够全面改善创伤修复的环境，并促进

皮肤的修复。 
g) 安全性：由于是由中药变合的，比起化学药物，一般来说有更好的生物相容性和较小的副作用，

张逸[18]利用丹参纳米银壳聚糖膜复合敷料，针对大鼠深 II 度切割伤进行治疗，经丹参纳米银壳聚糖膜

复合敷料治疗的大鼠无感染，做到了无菌、无热源、无刺激、无毒性。 
h) 加强原有中药的效果，如 Chen，Chen T [19]等人开发了紫草水基外用制剂，水溶性紫草-HP-β-CD

复合物，体外细胞摄取和体内伤口愈合的结果表明，紫草的作用随着紫草-HP-β-CD 复合物的形成而增强。 
i) 患者体验：病患可以选择不同形态的药物，如贴膜、贴剂、膏药等，更能满足患者的个性化需求。 

4. 中药新型复合敷料在创面修复治疗中的应用 

4.1. 动物实验应用 

针对损伤性创面，张小珍[20]等人采用壳聚糖、明胶与聚乙烯醇高分子敷料制备的海绵为载体，加入

“三七复方”提取物，研制出一种新型中药复合海绵敷料。针对小鼠创面进行治疗，治疗后第 7 d、14 d，
实验组增高明显(P < 0.05)。治疗后第 14 d 已基本愈合，创面未见异物。可见新型中药复合敷料能够促进

大鼠肉芽组织的生长，加速创面的愈合，并能减少瘢痕的产生。针对感染性创面，蔡东岭[21]等人采取聚

氨酯中药敷料治疗感染创面，将大耳白兔背部创面分为 3 组，三组创面愈合率在 7 天、14 天时有显著性

差异，复方生肌膏及聚氨酯中药敷料组在感染性创面治疗上可以有效地缩小创面面积，短愈合时间。针

对手术机械性创面，阎良[22]等人观察含有纳米级中药白及覆膜生物补片对大鼠创面组织的愈合作用，将

60 只大鼠随机分为 4 组。各组大鼠均手术造成机械性全层皮肤圆形创面一处。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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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第 9 天以后，创面修复开始进入组织修复期，VEGF 的阳性表达水平均开始下降，可见纳米级中药白

及覆膜生物补片能加速伤口愈合，可促进毛细血管增生。针对各种急慢性创面，张小珍[23]改革三七复方，

研发中药复合海绵敷料，使其适用于各类急慢性伤口。采用大鼠背部小面积皮肤切除伤模型，观察三组

大鼠创面大体情况，治疗后第 14 天，实验组创面愈合率为(90.44 ± 0.07)%，明显高于阳性对照组。可见

三紫创愈海绵敷料能缩小创面面积，缩短创面的愈合时间，提高创面愈合率。动物实验表明，中药新型

复合敷料在多种类型的创面上都能取得较好的愈合效果。 

4.2. 临床应用 

4.2.1. 糖尿病足创面应用 
彭玉娇[24]等人对比四种不同敷料对糖尿病足患者创面疗效，采用中药膏药复合敷料治疗糖尿病足，

分为四组进行疗效对比，复合敷料组在治疗后 7 d 和 10 d 的创面愈合速度、创面愈合评分以及 VEGF、
ES、PEDF 三项客观指标均优于其余三组，有利于解决糖尿病足创面难愈合的问题。杜景辰[25]等人应用

壳聚糖中药复合药膜治疗糖尿病足溃疡创面，选择符合纳入标准的糖尿病足溃疡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两组。

治疗组患者溃疡平均愈合时间与临床疗效经统计总处理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05)，明显优于对照组，壳

聚糖中药复合药膜治疗糖尿病足溃疡疗效优于常规简单换药治疗且简便、价廉、无明显毒副作用。 

4.2.2. 烧伤创面应用 
张丞[26]选用临床用于烧伤治疗的黄芩和白及中的主要有效成分以及钛酸纳米银敷料，结合壳聚糖做

出新型烧伤创面治疗敷料。在体外抑菌实验、创面愈合方面都得到了良好的效果，可见黄芩苷–白及胶

–钛酸银复合多孔敷料在烧伤早期可以减轻炎症反应，控制感染，促进创面愈合。 

4.2.3. 临床非急性感染性创面应用 
张应拴[27]等人将壳聚糖敷料作为药物负载物，将蜂胶醇提取物作为复合物，制作成壳聚糖蜂胶复合

敷料，发现该种复合敷料在临床非急性感染性创面方面能够加速创面组织修复。 

4.2.4. 传统清创换药和新型中药复合敷料的比较 
传统的创面修复，如纱布、简单清创等，虽然使用方便，但其在创面修复过程中的疗效通常比较有

限。相较而言，中药复合敷料可以通过活性成分对创面的生物性调控，大大提高创面修复的效率和速度。

孙海建[28]比较了糖尿病足溃疡中外用壳聚糖中药复合药膜与传统简单清创换药及外用生肌玉红膏之间

的差别。分别比较三组患者症状改善情况，发现壳聚糖中药复合药膜治疗糖尿病足溃疡临床症状改善及

显效率明显优于其他两组临床常用单一治疗方法。 

5. 中药新型复合敷料在创面修复中的作用机制 

目前，针对创面修复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细胞因子、生长因子、炎症反应等方面。中药复合敷料

通过调节创面微环境，促进细胞增殖、新生血管形成、胶原蛋白分泌等过程，从而促进创面愈合。 

6. 小结与展望  

中药复合敷料在创面修复中具有广泛的临床使用价值，其安全性和成本效益经过了相关实验的验证。

现存的研究已经证明了中药复合敷料在急性、慢性以及特殊创面修复中的广泛应用。尤其是新型中药复

合敷料的研发和现代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提高了中药复合敷料的疗效和安全性。然而，目前中药复合敷

料在创面修复领域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有效成分提取难；相关研究不足，虽然有很多关于中药复合

敷料对创面修复的报告，但大部分仅仅是实验室阶段的研究，临床验证不足；标准化难题，中药复合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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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由于起源于多种中药，制备过程中的许多因数影响最后的药效，我们需要对每一步进行严格控制，这

便增加了标准化的难度。 
尽管中药复合敷料在创面修复中展现了良好的效果，但要注意的是，这些结果大多来自实验室研究，

临床试验的数据相比之下较少。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聚焦于创新药物和剂型的研发，加强基础和临床研究，

以验证中药复合敷料的疗效，并确定其最佳的使用方式和剂量等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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