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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允许我对主席和候任主席的致辞略加补
充，同时也感谢弗罗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对现代医学和护理的深远影响，
南丁格尔不仅阐述了“最佳护理”的好处，她还讲
述了“对患者进行妥当的、人性化的管理是预防
感染的最佳保障”1。此外，Ayello在反思南丁格
尔的实践原则时，重申了南丁格尔对皮肤健康
重要性的信念，“在几乎所有疾病中，皮肤的功
能或多或少都是紊乱的；在许多主要疾病中，
自然几乎完全通过皮肤状况来进行治愈”2。 

导致伤口感染发生的因素很多，包括：人本
身、伤口的类型和来源、环境因素、伤口是急
性还是慢性，以及致病微生物的具体特征和可
用于预防或治疗感染的治疗方法3。 

这里所有文章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感染，可能
是关于皮肤感染的主要原因，也可能是关于伤
口愈合的继发性并发症。Kumar等人描述了儿
科心脏手术患者胸骨伤口的浅表和深部感染诊
断和鉴别难题，以及实施伤口处理路径和工作
人员教育，并结合早期干预策略来管理这些伤
口。 

Shukalek等人在其第三篇关于皮肤和软组织感染
以及其他可能类似蜂窝织炎的病症的文章中，
用历史案例证明了诊断蜂窝织炎的复杂性。文
章还讨论了蜂窝织炎的临床表现、发病机制、
微生物学特征、鉴别诊断和预防。

Cwaliński等人描述了在存在造口回缩的情况下
使用负压伤口治疗（NPWT）来处理严重感染。
他们报告了7例存在严重造口周围感染的患者，
这些患者对使用造口装置或专业敷料的常规局
部治疗没有反应，因此采用并成功进行了NPWT
治疗，从而无需进一步进行造口矫正手术。 

Haesler概述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在治疗伤
口感染和刺激伤口愈合方面，糖和各种敷料的
历史和当前使用情况。具体而言，文章介绍了
颗粒状白糖被认为是如何在减少伤口渗出液、
促进自溶和机械清创以及减轻伤口周围水肿方

面发挥作用。此外，还讨论了糖抑制细菌生长
的能力。 

在防治感染方面，如上述文章所述，跨专业和
整体方法是预防、评估、诊断和治疗感染的两
个关键要素。 

我们始终感谢南丁格尔的贡献，同时也很感谢
对医疗或护理实践的进步做出贡献的人们。我
谨代表编委会祝贺Elizabeth A Ayello（PhD、MS
、BSN、ETN、RN、CWON、MAPWCA、FAAN）
获得两个享有盛誉的奖项：一项是NPIAP授予的
JoAnn Maklebust终身成就奖，表彰她在预防和
治疗压力性损伤方面做出的贡献；一项是国际
护理编辑学会授予的Margaret Comerford Freda
护理出版物编辑领导奖。这些奖项都是实至名
归的荣誉。Ayello博士的建议将会在今后很多年
里持续引起当前从业人员和未来从业人员的共
鸣。 

谨致问候，J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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