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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际皮肤撕裂伤专家咨询组的皮肤撕裂伤分类付诸将国际皮肤撕裂伤专家咨询组的皮肤撕裂伤分类付诸
实践实践

国际皮肤撕裂伤专家咨询组（ ISTAP）于2011年制
定了皮肤撕裂伤分类系统1。随后进行了一项研究，
以确定该系统在临床实践中的有效性2。这项研究表
明，ISTAP分类便于不同临床环境以及不同国家的执
业医师使用。随后，还于2019年在44个国家进行了
一项规模更大的验证研究，纳入了1601例参与者3。
这项研究得出结论，该分类系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得到了证据支持，并建议将其作为全球临床实践和
研究中皮肤撕裂伤系统评估和报告的首选系统。

ISTAP皮肤撕裂伤分类系统将皮肤撕裂分为以下几
类：1类为无组织损失的线性或皮瓣皮肤撕裂伤，2
类为部分皮瓣损失（皮瓣无法重新定位覆盖伤口
床），3类为完全皮瓣损失（图1）。

出现皮肤撕裂伤时，首先应采取的急救措施是止
血，然后轻轻清洁伤口以清除任何碎屑。如果存在
皮瓣，应重新对位以覆盖伤口，然后使用ISTAP皮肤
撕裂伤分类系统对皮肤撕裂伤进行分类4。

目前，该分类系统有除英语外的其他14种语言
版本可用，包括阿拉伯语、捷克语、荷兰语、法
语、希伯来语、日语、西班牙语、中文、丹麦语、
德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瑞典语和土耳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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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ntears.org）。ISTAP很高兴能够为这些国家的同
事提供支持并与他们合作，协助完成翻译工作，并
就其执行情况提出建议。

我们认识到，当前系统反映了大多数高加索人皮肤
出现皮肤撕裂伤的情况，因此开发ISTAP分类系统的
下一步工作是确保在各类不同肤色的人群中对其进
行验证。ISTAP希望您提供相关帮助！我们期待有机
会与同事合作，创建不同肤色皮肤撕裂伤图像的资
料库。同时，我们还鼓励想要在不同人群（特别是
具有不同肤色的小组）中对ISTAP分类进行验证的人
员与我们联系（info@skintears.org），以获得相关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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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ISTAP皮肤撕裂伤分类系统

* A flap in skin tears is defined as a portion of the skin (epidermis/dermis) that is unintentionally separated 
(partially or fully) from its original place due to shear, friction, and/or blunt force. This concept is not to be 
confused with tissue that is intentionally detached from its place of origin for therapeutic use e.g. surgical skin 
grafting.

Skin Tear Classification
Type 1: No Skin Loss Type 2: Partial Flap Loss Type 3: Total Flap Loss

Linear or Flap* Tear which can 
be repositioned to cover the 
wound bed

Partial Flap Loss which 

cannot be repositioned 

to cover the wound bed

Total Flap Loss 
exposing 
entire wound b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