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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卫生清洁以及使用具有防螨功能的床上用品

等，这些方式对降低湿疹皮炎荨麻疹发病率及减

少吸入性过敏原屋尘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本研

究发现，食物性过敏原中荨麻疹患者中阳性率最

高为虾（10.43%），湿疹皮炎患者中阳性率最高

为蟹（7.20%），与相关文献报道[19-22]不太一致，

原因可能与地域及因素习惯有关。对此，对于该

区域可纠正不良纠饮食习惯，避免因食物性过敏

原诱发的荨麻疹、湿疹皮炎发生。另外，相关性

显示，湿疹皮炎和荨麻疹敏反应严重程度与IgE水

平呈正相（r=0.561，P＜0.05），提示通过特异

性IgE表达水平检测有利于医生对疾病进行诊断和

治疗。因为，血清总IgE水平升高可能不是变态反

应性疾病的主要指标，因此在分析诊断时，应该

结合患者症状以及过敏原测试结果综合分析，特

别是重视血清过敏原特异性IgE	检测。

综上所述，简阳市及周边地区湿疹皮炎和荨

麻疹发生与过敏原密切相关，湿疹皮炎和荨麻疹

患者特异性IgE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特

异性IgE检测有助于对病因诊断及指导患者进行有

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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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酸钠对酪氨酸酶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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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研究海藻酸钠对酪氨酸酶及黑色素生成的抑制作用。方法 开展酶抑制动力学实验，通过

荧光光谱分析海藻酸钠对酪氨酸酶活性抑制效果，并研究海藻酸钠对黑素细胞抑制效果。结果 海藻酸钠能

够显著抑制酪氨酸酶活性，海藻酸钠浓度小于20 mmol/L时，浓度越高，抑制效果越好。超过20 mmol/L时，

海藻酸钠对酪氨酸酶活性抑制率65.45%，海藻酸钠浓度增加，对胞内黑色素生成抑制率随之上升，降低黑

色素生成量；海藻酸钠与酪氨酸酶的相互作用对氨基酸残基疏水性环境产生破坏性，出现内源性荧光光

谱红移；海藻酸钠对黑素细胞细胞活性超过90%，未产生明显毒性。结论 皮肤相关疾病治疗药剂及美白化

妆产品中可以使用海藻酸钠，效果良好。

【关键词】海藻酸钠；酪氨酸酶；抑制作用；黑色素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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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sodium alginate on tyrosinase and melanin production. Methods Enzyme 

inhibition kinetics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sodium alginate on tyrosinase activity was analyzed by 

fluorescence spectroscopy, and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sodium alginate on melanocytes was studied. Results  Sodium alginate 

could significantly inhibit tyrosinase activity.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sodium alginate was less than 20 mmol/L, the higher the 

concentration, the better the inhibitory effect. More than 20 mmol/L, the inhibition rate of sodium alginate on tyrosinase activity 

was 65.45%. With the increase of sodium alginate concentration, the inhibition rate of intracellular melanin production increased, 

and the melanin production decreas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dium alginate and tyrosinase was destructive to the hydrophobic 

environment of amino acid residues, resulting in the red shift of endogenous fluorescence spectra. Sodium alginate had no obvious 

toxicity to melanocytes with the activity of more than 90%. Conclusion  Sodium alginate can be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skin-

related diseases and whitening cosmetics, and the effect is good.

【Key words】Sodium alginate;Tyrosinase;Inhibition effect;Melanin synthesis

酪氨酸酶对人体皮肤组织有不良影响，可使

皮肤中黑色素增加，容易引发雀斑、黄褐斑、黑

色素瘤等皮肤病，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1]。当前

很多化妆品中具有色素沉着和安全抑制剂。很多

周筱芩,等			湿疹皮炎、荨麻疹患者常见过敏原调查及血清过敏原特异性IgE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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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化合物中均含有能够与酶相结合的抑制剂与

底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难以有效分解

的现象[2]。对酪氨酸酶活性能够起到良好抑制效

果的自然产物有香豆素、黄酮及其衍生物、生物

碱、萜类、苷类物品等，但是在物品使用过程中

需要考虑到如何进行提取以及提取成本的问题，

因此整体经济实用性不强[3]。本研究分析了海藻

酸钠的应用方式、化学结构，对抑制酪氨酸酶活

性合成的作用情况，现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试剂	美国PerkinElmer公司出产的

LS55荧光/磷光分光光度计、Lambda900紫外-可

见分光光度计，以及美国Bio-Rad公司出产的680

酶标仪。上海阿拉丁生化公司生产的海藻酸钠、

曲拉通X-100、酪氨酸酶、左旋多巴；北京鼎国昌

盛公司生产的PBS磷酸盐缓冲液、MTT噻唑兰；美

国ScienCell研究实验室提供的黑素细胞专用培养

基、黑素细胞。

1.2	方法

1.2.1测定酪氨酸酶活性		在3	ml	50	mmol/L	PBS

中添加2.9	ml	1	mmol/L左旋多巴溶液，将混合溶

液放入32	℃水浴，保温处理20	 min。之后添加

0.1	 ml酪氨酸酶溶液，将混合溶液摇匀，在恒温

环境下测量在不同时间点混合液吸光度变化情况。

1个酪氨酸酶活力单位判断标准为1	min内混合溶液

中475	nm波长吸光度值变动超过0.001。

1.2.2测定酪氨酸酶抑制率		配置0.25、0.5、2、

4、8、16、32、64	 mmol/L浓度海藻酸钠溶液，将

2.8	ml	 1	 mmol/L左旋多巴溶液与0.1	ml以上不同

浓度海藻酸钠溶液进行充分混合。将制作完成的混

合溶液放入32	℃水浴，保温处理20	min。之后添加

0.1	ml酪氨酸酶溶液，将混合溶液充分摇匀之后，在

室温状态下测量以上不同浓度溶液在475	nm处的吸

光度，收集实验中得到的各项数值，制作吸光度-

时间曲线。通过以下公式得出抑制率（R）：R=

（1-S1/S0）×100%。在该公式中，海藻酸钠溶液

添加之后的曲线斜率以S1表示，酪氨酸酶抑制率

表示以R表示，没有海藻酸溶液添加的溶液绘制的

曲线斜率以S0表示。

1.2.3培养黑素细胞		通过黑素细胞专用培养基进

行黑素细胞培养，将其放入37	℃	5%CO2的细胞培

养箱之中培养，在细胞满足对数生长期条件下开

展实验。

1.2.4黑素细胞中酪氨酸酶活性的抑制		设置每孔

8000个密度，将黑素细胞放入96孔板中进行实验，

经过12	h之后，在96孔板中加入不等量海藻酸钠。

至72	 h培养之后，对黑素细胞进行洗涤处理，使

用PBS进行清洗。将50	μl1%曲拉通X-100加入96孔

板之中。将处理完成的黑素细胞放入-80	℃冰箱

环境下放置30	min。在室温状态下，取出黑素细胞

分析。在黑素细胞破裂同时温度达到37	℃之后，

将50	μl0.2%左旋多巴添加至黑素细胞之中。使用

外-可见分光光度测量475	 nm位置中的吸光度值。

计算酪氨酸酶活性抑制率。

1.2.5海藻酸钠的细胞毒性		设置每孔8000个细胞

密度，进行黑素细胞培养，设置96孔细胞培养板。

将0.25、2、16、64	mmol/L加入96孔细胞培养板之

中。每一个细胞板设置6个复孔。在完成24、72	 h

细胞培养之后，通过MTT法分析细胞活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酪氨酸酶活性分析	酪氨酸酶在32	℃环境

下能够催化左旋多巴，在实验时间逐渐增加的

同时，能够产生吸光度曲线。在实验时间增加

时，产物生成量随之相应增加。进行数值计算：

y=0.0055x+0.0020（R2=0.9949）。可见，时间与

产物生成量具有较高的相关性，酪氨酸酶大小数

值即曲线斜率，实验进行酪氨酸酶保持较为稳定

的活性，见图1。

图 1   酪氨酸酶活力曲线

2.2	海藻酸钠对酪氨酸酶的抑制作用	海藻酸钠能

够显著抑制酪氨酸酶活性，降低产物产量。海藻

酸钠浓度小于20	 mmol/L时，浓度越高，抑制效

果越好，表现出浓度依赖型抑制特征。海藻酸钠

浓度超过20	 mmol/L时，其对酪氨酸酶产生的活

性抑制率为65.45%，此时基本上达到一个确定的

数值，浓度继续增加酪氨酸酶活性抑制率不会产

生较大变化。共同培养黑素细胞与海藻酸钠，其

对黑素细胞也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所起到

的抑制效果不如直接添加至酪氨酸酶体系之中，

主要是由于细胞体系内部复杂的环境。海藻酸钠

能够通过细胞膜进行细胞交换，其内部组成成分

较为复杂，不利于活性抑制效果的达成。但是依

然能够产生一定的活性抑制效果。因此，海藻酸

钠在体外能够达到更为良好的应用效果。因此当

前色素紊乱性防治药剂及化妆品中加入了海藻酸

钠，具有此作用机理。

2.3	海藻酸钠对黑色素合成的影响	随着海藻酸

钠浓度的增加，对胞内黑色素生成抑制率也随之

上升，能够有效降低黑色素生成量，其作用原理

为酪氨酸酶是合成黑色素的限速酶。本次研究中

曲酸对黑素细胞中黑色素生成也具有一定的抑制

作用，但是综合效果不如海藻酸钠。同时曲酸的

应用对人体具有一定的致癌风险，对细胞生长不

利，因此综合分析海藻酸钠对抑制黑色素合成具

有良好的效果，见图2。

图 2   海藻酸钠与曲酸对黑色素生成的抑制作用曲线

2.4	海藻酸钠对酪氨酸酶活性的抑制作用	研究不

同浓度海藻酸钠下酪氨酸酶荧光发射光谱，可见随

之海藻酸钠浓度的增加，酪氨酸酶内源荧光强度随

之降低，说明酪氨酸酶与海藻酸钠的联合作用在一

定程度上减弱了酪氨酸酶内源性荧光。酪氨酸酶

发射波长最大可达295	nm，但是在加入海藻酸钠之

后，最大发射波长有所降低，因此海藻酸钠与酪氨

酸酶的相互作用对氨基酸残基疏水性环境产生了一

定的破坏性。酪氨酸酶包括多个亚基，亚基中包括

金属铜离子，金属铜离子能够与氨酸残基结合而固

定于酶活性中心，金属铜离子与氨酸残基之间通过

内源氧桥连接，此即酪氨酸酶催化反应活性中心。

同时酪氨酸酶铜离子吸附性能极佳，能够有效激发

酪氨酸酶活性位点的铜，使得酪氨酸酶不可逆的失

活。外在表现上酪氨酸酶结构呈现出一定变化，即

内源性荧光光谱红移，因此证明了海藻酸钠的活性

抑制效果，见图3。

图 3   不同浓度海藻酸钠下海藻酸钠内源性荧光变化图

2.5	海藻酸钠细胞毒性分析	探讨海藻酸钠使用过

程中的毒性，当前该材料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医

用相关产品之中，成为了一种较为常见的制备药物

载体材料，在创伤口敷料、组织工程支架等领域中

均广泛应用。在使用过程中能够与其他相关材料有

效融合，生物相容性较为良好。在已知具有以上作

用机理的同时，分析海藻酸钠的使用是否会造成不

良影响，对人体组织细胞是否具有毒性。海藻酸钠

对黑素细胞毒性的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在实验中所

设置的浓度之内，海藻酸钠对黑素细胞细胞活性超

过90%，未产生明显毒性，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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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化合物中均含有能够与酶相结合的抑制剂与

底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难以有效分解

的现象[2]。对酪氨酸酶活性能够起到良好抑制效

果的自然产物有香豆素、黄酮及其衍生物、生物

碱、萜类、苷类物品等，但是在物品使用过程中

需要考虑到如何进行提取以及提取成本的问题，

因此整体经济实用性不强[3]。本研究分析了海藻

酸钠的应用方式、化学结构，对抑制酪氨酸酶活

性合成的作用情况，现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试剂	美国PerkinElmer公司出产的

LS55荧光/磷光分光光度计、Lambda900紫外-可

见分光光度计，以及美国Bio-Rad公司出产的680

酶标仪。上海阿拉丁生化公司生产的海藻酸钠、

曲拉通X-100、酪氨酸酶、左旋多巴；北京鼎国昌

盛公司生产的PBS磷酸盐缓冲液、MTT噻唑兰；美

国ScienCell研究实验室提供的黑素细胞专用培养

基、黑素细胞。

1.2	方法

1.2.1测定酪氨酸酶活性		在3	ml	50	mmol/L	PBS

中添加2.9	ml	1	mmol/L左旋多巴溶液，将混合溶

液放入32	℃水浴，保温处理20	 min。之后添加

0.1	 ml酪氨酸酶溶液，将混合溶液摇匀，在恒温

环境下测量在不同时间点混合液吸光度变化情况。

1个酪氨酸酶活力单位判断标准为1	min内混合溶液

中475	nm波长吸光度值变动超过0.001。

1.2.2测定酪氨酸酶抑制率		配置0.25、0.5、2、

4、8、16、32、64	 mmol/L浓度海藻酸钠溶液，将

2.8	ml	 1	 mmol/L左旋多巴溶液与0.1	ml以上不同

浓度海藻酸钠溶液进行充分混合。将制作完成的混

合溶液放入32	℃水浴，保温处理20	min。之后添加

0.1	ml酪氨酸酶溶液，将混合溶液充分摇匀之后，在

室温状态下测量以上不同浓度溶液在475	nm处的吸

光度，收集实验中得到的各项数值，制作吸光度-

时间曲线。通过以下公式得出抑制率（R）：R=

（1-S1/S0）×100%。在该公式中，海藻酸钠溶液

添加之后的曲线斜率以S1表示，酪氨酸酶抑制率

表示以R表示，没有海藻酸溶液添加的溶液绘制的

曲线斜率以S0表示。

1.2.3培养黑素细胞		通过黑素细胞专用培养基进

行黑素细胞培养，将其放入37	℃	5%CO2的细胞培

养箱之中培养，在细胞满足对数生长期条件下开

展实验。

1.2.4黑素细胞中酪氨酸酶活性的抑制		设置每孔

8000个密度，将黑素细胞放入96孔板中进行实验，

经过12	h之后，在96孔板中加入不等量海藻酸钠。

至72	 h培养之后，对黑素细胞进行洗涤处理，使

用PBS进行清洗。将50	μl1%曲拉通X-100加入96孔

板之中。将处理完成的黑素细胞放入-80	℃冰箱

环境下放置30	min。在室温状态下，取出黑素细胞

分析。在黑素细胞破裂同时温度达到37	℃之后，

将50	μl0.2%左旋多巴添加至黑素细胞之中。使用

外-可见分光光度测量475	 nm位置中的吸光度值。

计算酪氨酸酶活性抑制率。

1.2.5海藻酸钠的细胞毒性		设置每孔8000个细胞

密度，进行黑素细胞培养，设置96孔细胞培养板。

将0.25、2、16、64	mmol/L加入96孔细胞培养板之

中。每一个细胞板设置6个复孔。在完成24、72	 h

细胞培养之后，通过MTT法分析细胞活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酪氨酸酶活性分析	酪氨酸酶在32	℃环境

下能够催化左旋多巴，在实验时间逐渐增加的

同时，能够产生吸光度曲线。在实验时间增加

时，产物生成量随之相应增加。进行数值计算：

y=0.0055x+0.0020（R2=0.9949）。可见，时间与

产物生成量具有较高的相关性，酪氨酸酶大小数

值即曲线斜率，实验进行酪氨酸酶保持较为稳定

的活性，见图1。

图 1   酪氨酸酶活力曲线

2.2	海藻酸钠对酪氨酸酶的抑制作用	海藻酸钠能

够显著抑制酪氨酸酶活性，降低产物产量。海藻

酸钠浓度小于20	 mmol/L时，浓度越高，抑制效

果越好，表现出浓度依赖型抑制特征。海藻酸钠

浓度超过20	 mmol/L时，其对酪氨酸酶产生的活

性抑制率为65.45%，此时基本上达到一个确定的

数值，浓度继续增加酪氨酸酶活性抑制率不会产

生较大变化。共同培养黑素细胞与海藻酸钠，其

对黑素细胞也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所起到

的抑制效果不如直接添加至酪氨酸酶体系之中，

主要是由于细胞体系内部复杂的环境。海藻酸钠

能够通过细胞膜进行细胞交换，其内部组成成分

较为复杂，不利于活性抑制效果的达成。但是依

然能够产生一定的活性抑制效果。因此，海藻酸

钠在体外能够达到更为良好的应用效果。因此当

前色素紊乱性防治药剂及化妆品中加入了海藻酸

钠，具有此作用机理。

2.3	海藻酸钠对黑色素合成的影响	随着海藻酸

钠浓度的增加，对胞内黑色素生成抑制率也随之

上升，能够有效降低黑色素生成量，其作用原理

为酪氨酸酶是合成黑色素的限速酶。本次研究中

曲酸对黑素细胞中黑色素生成也具有一定的抑制

作用，但是综合效果不如海藻酸钠。同时曲酸的

应用对人体具有一定的致癌风险，对细胞生长不

利，因此综合分析海藻酸钠对抑制黑色素合成具

有良好的效果，见图2。

图 2   海藻酸钠与曲酸对黑色素生成的抑制作用曲线

2.4	海藻酸钠对酪氨酸酶活性的抑制作用	研究不

同浓度海藻酸钠下酪氨酸酶荧光发射光谱，可见随

之海藻酸钠浓度的增加，酪氨酸酶内源荧光强度随

之降低，说明酪氨酸酶与海藻酸钠的联合作用在一

定程度上减弱了酪氨酸酶内源性荧光。酪氨酸酶

发射波长最大可达295	nm，但是在加入海藻酸钠之

后，最大发射波长有所降低，因此海藻酸钠与酪氨

酸酶的相互作用对氨基酸残基疏水性环境产生了一

定的破坏性。酪氨酸酶包括多个亚基，亚基中包括

金属铜离子，金属铜离子能够与氨酸残基结合而固

定于酶活性中心，金属铜离子与氨酸残基之间通过

内源氧桥连接，此即酪氨酸酶催化反应活性中心。

同时酪氨酸酶铜离子吸附性能极佳，能够有效激发

酪氨酸酶活性位点的铜，使得酪氨酸酶不可逆的失

活。外在表现上酪氨酸酶结构呈现出一定变化，即

内源性荧光光谱红移，因此证明了海藻酸钠的活性

抑制效果，见图3。

图 3   不同浓度海藻酸钠下海藻酸钠内源性荧光变化图

2.5	海藻酸钠细胞毒性分析	探讨海藻酸钠使用过

程中的毒性，当前该材料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医

用相关产品之中，成为了一种较为常见的制备药物

载体材料，在创伤口敷料、组织工程支架等领域中

均广泛应用。在使用过程中能够与其他相关材料有

效融合，生物相容性较为良好。在已知具有以上作

用机理的同时，分析海藻酸钠的使用是否会造成不

良影响，对人体组织细胞是否具有毒性。海藻酸钠

对黑素细胞毒性的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在实验中所

设置的浓度之内，海藻酸钠对黑素细胞细胞活性超

过90%，未产生明显毒性，见图4。

李燕,等				海藻酸钠对酪氨酸酶的抑制作用



. 42 . . 43 .医学美学美容 2022年1月第31卷第1期  Journal of Medical Aesthetics and Cosmetology    January 2022 Vol.31 No.1

图4  海藻酸钠细胞毒性分析

3  讨论

海藻酸钠来源广泛，价格低廉，是一种优

良的天然产物[6]。同时，海藻酸钠已广泛应用于

食品工业和医药工业，表明其具有良好的生物

安全性[7]。更重要的是海藻酸钠中含有丰富的羟

基、羧基和羰基，有可能对酪氨酸酶形成混合型

抑制作用[8]。此外，酪氨酸酶活性还与环境中铜

离子含量相关，海藻酸钠吸附铜离子的能力较

强，同样可从这条途径抑制酪氨酸酶活性[9]。由

此可见，海藻酸钠极有可能成为天然、高效、安

全、经济的酪氨酸酶抑制剂，从而防止黑色素的

过度沉积[10,11]。但目前未见文献报道海藻酸钠

对酪氨酸酶活性抑制方面的研究。因此，本研究

拟通过实验证实海藻酸钠的酪氨酸酶抑制作用，

并阐明其抑制机制，同时评价海藻酸钠的生物相

容性，为其在美白化妆品中的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和实验数据。

本研究开展了酶抑制动力学实验，从多个

层面证明了海藻酸钠度对酪氨酸酶的活性抑制

效果。同时对黑素细胞活性同样能够起到一定

的抑制效果。在使用过程中能够有效抑制黑素

细胞内黑色素生成，一般随着海藻酸钠度浓度

的增加抑制效果逐渐增强[12,13]。荧光光谱可见

酪氨酸酶与海藻酸钠的联合作用减弱了酪氨酸

酶内源性荧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氨基酸

残基疏水性环境，同时也存在着混合性抑制。

通过黑素细胞毒性实验可见海藻酸钠的生物相

容性良好[14]。

综上所述，海藻酸钠是一种较为良好的

酪氨酸酶活性抑制剂，能够有效抑制黑色素生

成，可应用于皮肤相关疾病治疗药剂及美白化妆

产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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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式造口袋在PTCD术后引流管移位管理中的应用

肖		珍

（十堰市郧阳区人民医院普外1科，湖北		十堰		442522）

【摘  要】目的 观察一件式造口袋在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PTCD）术后引流管移位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2020年5月-2021年8月在我院行PTCD术的46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各23例。对照组采用常规纱布敷料加压包扎，观察组应用一件式造口袋，比较两组每天换药

次数、换衣物次数、疼痛评分、舒适度评分、睡眠质量、刺激性皮炎分级情况、并发症发生率及生活质量

评分。结果 观察组每天换药次数、换衣物次数均小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疼痛、睡眠质量评分均

低于对照组，舒适度评分大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Ⅰ度刺激性皮炎发生率高于对照组，Ⅱ度、Ⅲ

度刺激性皮炎发生率均小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为8.70%，低于对照组的26.08%（P

＜0.05）；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一件式造口袋在

PTCD术后引流管移位管理中的应用效果确切，可减少每天换药、换衣物次数，减轻患者疼痛，改善患者睡

眠质量和舒适度，降低刺激性皮炎和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水平。

【关键词】一件式造口袋；PTCD术；引流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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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One-piece Ostomy Bag in Management of Drainage Tube Displacement 
After PTCD
XIAO	Zhen

(The First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Yunyang District People's Hospital, Shiyan 442522, Hubei,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one-piece ostomy bag in the management of drainage tube 

displacement after 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angial drainage (PTCD). Methods  A total of 46 patients undergoing PTC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20 to August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23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gauze dressing under pressur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ne-piece ostomy bag. The daily dressing change times, changing clothes times, pain score, 

comfort score, sleep quality, irritant dermatitis grading, complication rate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imes of dressing change and changing cloth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ess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cores of pain and sleep qualit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mfort score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grade Ⅰ irritant dermatiti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grade Ⅱ and Ⅲ irritant dermatiti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8.70%, which was lower than 26.08%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one-piece ostomy bag in the management of 

drainage tube displacement after PTCD is effective, which can reduce the number of dressing change and changing clothes daily, 

relieve the pain score,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and comfort,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irritant dermatitis and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Key words】One-piece ostomy bag;PTCD;Drainage tube;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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