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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骨折手术部位感染的研究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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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手术部位感染是开放性骨折的常见并发症，也是开放性骨折治疗的主要问题之一，如果出现深部感染，可造成骨折

延期愈合或不愈合［1］、慢性骨髓炎［2］等后果，严重时可致肢体残废，甚至危及生命［3］。近年由于抗菌药

物的滥用以及肾上腺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等的广泛应用，细菌对抗菌药物产生多重耐药性，医院感染率增高，

给临床治疗带来很大的不利［4］。因此，许多学者对开放性骨折手术部位感染的原因及防治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现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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