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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水对感染性创面抗炎修复的影响 

黄华军，余 斌，林庆荣，王博炜，陈辉强(南方医科大学创伤骨科，广东 广州 510515) 

摘要 ：目的 研究臭氧水对感染性创面 的抗炎与修复作用 的效果 。方法 将 50只 vista大鼠随机分成 5组 ，洗必泰治疗 

组、低 、中、高浓度臭氧水治疗组、对照组(不做特殊处理)各 10只。首先在大鼠背部造成实验性感染性伤口，感染成功后 

48h进行治疗 ，每天 1次，9 d为 1疗程。在治疗前 、治疗后 3、6、9 d后分别对感染伤口的变化进行观察，抽取鼠尾静脉 

血检查自细胞计数 ．切取皮肤、肌肉组织标本进行光镜病理分析。结果与结论 综合各项指标，各臭氧水治疗组的效果明 

显优于对照组以及洗必泰治疗组，其中 10mg／L与 20megL浓度组的优于 5me／L组 ，前两者治疗效果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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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ozone water on the inflammation and repair in infected wounds 

HUANG Hua-jun，YU Bin，LIN Qing—rong，WANG Bo—wei，CHEN Hui—qiang 

Department Orthopedic Surgery，Nanfang Hospital，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515，China 

Abstract：0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ozone water in promoting the healing of infected wounds．Methods Fifty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5 groups，namely chlorhexidine treatment group，5，10，and 20 mg／L ozone water treatment 

groupS，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out any treatment． Infected woun ds were induced on the back ofthe rats， and at 48 h of 

infection，chlorhexidine or ozone water was applied once daily for 9 days．Before and at days 3，6，an d 9 ofthe treatment，the 

wound changes were observed．The WBC in the tail venous blood was detected and the incised skin and muscular tissues were 

pathologically examined．Remits and conclusion Ozone water showed beRer effects in promoting the healing ofthe infected 

wound，especially at higher doses of 10 an d 2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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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O )是由医用臭氧发生器电离氧气生成，具 

有较强的氧化作用 ，能通过氧化还原作用迅速杀灭细 

菌，为广谱有效的强杀菌剂。20世纪 8O年代，意大利 

Siena大学 Bocci教授⋯对臭氧的作用机制作 了大量 

基础和临床研究．认为臭氧可作为生理激活因子。引 

起多种生理反应 ，改善细胞供氧及代谢 ，起到消炎、镇 

痛和免疫调节的作用。因而在临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并取得了很多令人满意的疗效『2]。近年来 。臭氧气体 

用于骨科常见疾病的治疗已十分广泛，如椎间盘突出 

症_3_、运动系统损伤等[4]，并且取得了新的进展。但迄 

今为止，臭氧水对感染性创面的抗炎修复影响的实验 

研究仍较少 ，本实验通过动物模型研究臭氧消毒剂 

(臭氧水 )对感染性刨面的抗炎及修复的效果。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vista大鼠50只．体质量 280-340g。雌雄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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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方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随机分为 5组： 

洗必泰治疗组 、低 (5 mg／L)、中(10mg／L)、高浓度(20 

mg／L)臭氧水治疗组、对照组各 10只。按组编号，分 

笼按常规饲养。 

1．2 臭氧水的制备 

将双蒸水倒人臭氧消毒剂生成机(德国哈斯乐臭 

氧发生器 OZONOSAN Alpha Plus l 107)的储水槽中 

(容量约2000m0，室温 20℃，分别制取浓度为 5mg／L、 

10 mg／L、20 mg／L的臭氧水。所获的臭氧水立即用于 

创面的清洗消毒。 

1．3 实验方 法 

实验前 24 h．用脱毛剂在各组大 鼠的脊背部和左 

侧大腿处脱毛备皮，戊巴比妥麻醉，背部完全暴露皮 

肤 5 cm，将皮肤暴露消毒，铺洞巾，沿脊柱左侧切开 

皮肤全层直达深筋膜，切 口长 5 cm，开放创口，常规 

止血后，伤口均匀涂上南方医院细菌室提供的金黄色 

葡萄球菌(菌液浓度 >20亿／m1)进行人工致炎。在左 

侧大腿切开皮肤全层 ，深达浅层肌肉 。切 口长 5 cm． 

同样方法致炎。 

1．4 观察指标及方法 

(1)感染伤口炎症表现以及各个时间段创面愈合 

情况 比较 。(2)白细胞计数 ：各组均于感染前 、感染后 

48 h、治疗后 3，6，9 d分别采鼠尾静脉血，检查血常 







· 5l8· 南方医科大学学报(J South Med Univ) 第 3O卷 

或易于产生耐药性等不足【5_，效果难以肯定。 

局部高浓度的氧可促进免疫调理作用。加速创面 

愈合 ”。臭氧在其消毒杀菌结束后自解还原成为两 

个氧原子的分子氧 (02)，不产生任何残留和二次污 

染，因而被称为“绿色环保元素”。国内文献报道，临床 

使用臭氧水进行创面雾状、束流喷射清创，以及臭氧 

消毒水治疗 口腔疾病均取得满意的效果[7-9]。因此，消 

毒杀菌、局部氧疗、不易耐药 、无毒副作用、环保这五 

大特点使臭氧水成为外用消毒剂中的新星。臭氧水的 

主要缺点是有效作用时间较短暂，水中的溶解度为氧 

的 l3倍，其降解主要依赖于温度，在蒸馏水或自来水 

中的半衰期大约是20 min(20 oC)，然而在二次蒸馏水 

中，经过 85 min后臭氧分解只有 10％，若水温接近 0 

℃时，臭氧会变得更加稳定，可达数 日之久lj。。。再者臭 

氧水制备设备体积小，制备简单迅速，在普通家用冰箱 

中保存可使用3 d，这弥补了其半衰期短的不足。 

实验证明．Vista大鼠的人工致炎伤口经臭氧水治疗 

前后 。从伤 口表面肉眼观察的变化、显微结构、白细胞 

计数等的变化，观察结果基本一致。臭氧水治疗组各 

项指标明显优于洗必泰治疗组及对照组，其中中、高 

浓度臭氧水组又优于低浓度臭氧水组，尤其表现在伤 

I=I感染的早中期。伤口感染的早期，臭氧水清创治疗 

起效快，感染控制迅速，治疗后 3 d感染即被控制住， 

证实了臭氧水消炎、杀菌、控制感染的良好效果。本实 

验采取的3种浓度的臭氧水治疗效果显示，中、高浓 

度臭氧水的抗炎消毒效果优于低浓度组，而中与高浓 

度组的效果没有明显差异，提示在临床应用中，10~20 

mg门L的臭氧水已足够控制甚至消灭创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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