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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将９８０ｎｍ和１０６４ｎｍ半导体激光组合应用于皮肤组织伤口焊接，通过肉眼观察、病理学检测以及张力

测试等方法对比了双波长激光焊接与传统缝线术的缝合效果。同时，利用热电偶温度测试系统在体测量了激光焊

接皮肤切口过程中的组织内部温度，研究激光焊接效果与组织温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９８０ｎｍ和１０６４ｎｍ激

光同时以０．５Ｗ连续输出，功率密度为１５．９２Ｗ／ｃｍ２，每点照射时间为５ｓ模式组合焊接时，伤口缝合效果与传统

缝线术相比具有伤口闭合迅速、愈合快、伤口表面平整、异物反应小、伤口闭合紧等优点。由此可见，双波长激光组

织焊接是一种有效的伤口闭合方法，有待进一步研究以便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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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激光组织焊接与传统缝线技术相比具有伤口闭

合迅速、恢复快、异物反应小、疤痕不明显等优点，是

一种很有潜力的组织缝合替代技术，已经应用于临

床［１，２］。激光焊接与组织的光学、热学特性以及激

光参数有关，选择合适的激光波长、功率、光斑大小、

照射时间等参数可以获得很牢固的组织焊接效

果［３］。

ＣＯ２，Ｈｏ∶ＹＡＧ等红外激光非常容易被水吸

收，能够直接在组织表面（２～２０μｍ）产生热沉积将

组织融合，应用于组织焊接已经有几十年了。但是，

其缺点是当激光功率大、照射时间长时会对表面组

织造成不必要的热损伤，只适合于薄层组织伤口焊

接［４～６］。Ｆｒｉｅｄ等
［７］选用组织穿透力强的Ｎｄ∶ＹＡＧ

激光进行皮肤焊接，能够在深层组织产生适当热量

以达到深层伤口缝合效果。金晓杰等［８］采用低功率

８１０ｎｍ半导体激光焊接豚鼠面神经，效果较传统端

端缝合技术有明显优势。Ｇｕｌｓｏｙ等
［９，１０］研究了

９８０ｎｍ半导体激光皮肤组织焊接能力，结果表明

９８０ｎｍ激光因其具有较其他近红外激光更大的水

吸收系数能够在术后早期得到很好的伤口闭合效

果。此外，潘振华等［１１］研究表明低强度６３０ｎｍ半

导体激光能促进大鼠皮肤创伤的愈合。然而，现有

文献只限于研究单波长激光的组织焊接能力，至今

没有关于双波长或者多波长激光组合用于组织焊接

方面的研究报道。

本文利用９８０ｎｍ和１０６４ｎｍ半导体激光分别

适合于表层和深层皮肤组织焊接的特点将两种波长

激光相结合应用于皮肤组织焊接，与传统缝合技术

做对比研究。术后通过肉眼观察、病理学检测以及

张力测试等手段分析激光皮肤组织焊接能力。同

时，通过在体测量激光照射下皮肤组织内部的温度

研究激光与组织之间的光热相互作用。

２　实验设计与方法

实验对象是重量在２７０～３２０ｇ之间清洁级

Ｗｉｓｔａｒ大鼠，由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动物中心提

供，雄性，分笼饲养，正常供给食物和水，环境温度控

制在２５℃±２℃。实验过程中对动物的处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颁布的《关于善待实验

动物的指导性意见》标准［１２］。

２．１　激光焊接与缝线术对比实验

将４０只 Ｗｉｓｔａｒ大鼠随机分成两组，分别用于

病理学检测和张力测试，每组２０只。腹腔注射

ｋｅｔａｍｉｎｅ （质 量 浓 度 为 ０．０５ｇ／ｍＬ， 用 量

１．５０ｍＬ／ｋｇ）麻醉后，刮净大鼠背部毛发，用质量分

数为０．５８％的碘酒对背部皮肤进行常规消毒，然后

用１１号手术刀在背部左右两边平行于脊柱方向切

６道１ｃｍ长的切口，两边切口相互错开且切口深度

过全皮层。每只大鼠背部左侧切口用于激光焊接，

右侧切口用于传统缝线手术，对比研究皮肤切口的

缝合、恢复情况。

激光组织焊接实验中所用激光光源包含一台

９８０ｎｍ 半导体激光器和一台１０６４ｎｍ半导体激光

治疗仪，最大输出功率分别为２Ｗ 和３０Ｗ，全部由

课题组自行设计研发。其中９８０ｎｍ和１０６４ｎｍ半

导体激光光束分别由２００μｍ 光纤传输到目标组

织，激光光源的工作模式、功率、脉宽、重复频率等激

光参数都可以任意设置。激光焊接时两根光纤平行

紧贴在一起，调整光纤头与切口表面的垂直距离（约

４．５ｍｍ）使两激光束光斑直径始终保持在２ｍｍ且

相互重叠，每道切口照射６个光斑，光斑之间轻微叠

加。实验中，９８０ｎｍ和１０６４ｎｍ激光的功率都设定

为连续输出０．５Ｗ，每点照射时间定为５ｓ，能量密

度同时达到７９．６Ｊ／ｃｍ２。传统缝线手术过程中，为

了避免过多的针孔损伤，只在每道切口中间缝上一

根３号丝线。考虑到大鼠背部切口炎症控制，焊接

或者缝合完后立即敷上消炎药。

术后每日观察伤口愈合情况，并且分别在第１、

４、７、１４和２１天腹腔注射ｋｅｔａｍｉｎｅ（质量浓度为

０．０５ｇ／ｍＬ，用量为１．５０ｍＬ／ｋｇ）麻醉大鼠后用解

剖刀获取切口全层皮肤组织（包括表皮和真皮），进

行病理学检测和皮肤张力测试。病理学检测用组织

标本剪切成１ｃｍ×１ｃｍ小块，浸泡在装有体积分数

为１０％福尔马林液的盒子里待用，然后包埋切片成

５～８μｍ厚的样本，编号，做常规 Ｈ＆Ｅ染色，进行

组织学评价。评价参数包括伤口闭合率（ηＣＩ）、肉芽

组织面积（犛ＧＡ）、表皮厚度（犜Ｅ）等
［９，１０］。ηＣＩ表示切

口闭合部分占切口整体的比例，变化范围为０～１，

计算公式为：ηＣＩ＝［犜Ｉ－（∑犖ＣＩ）］／犜Ｉ，其中犜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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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皮肤表面到肌肉层的切口总厚度，∑犖ＣＩ表示切口

未闭合厚度的总和。肉芽组织由新生成的纤维细

胞、毛细血管以及炎症细胞构成，犛ＧＡ表征伤口组织

的总体损伤，可通过显微镜下测量得到。犜Ｅ 表征伤

口愈合过程中伤疤形成情况，可以通过对每个标本

的６～８个不同点测量后取平均得到。张力测试用

组织标本剪切成１ｃｍ×３ｃｍ小带，中间是１ｃｍ宽

的切口，两边分别用夹具夹住然后用张力计垂直于

切口方向往两边拉，直到皮肤切口附近组织出现撕

裂孔洞为止，此时的张力计读数看成是伤口愈合后

的皮肤张力大小。张力测试在皮肤标本采取后

１０ｍｉｎ内完成，以免组织失水影响测量精度。

２．２　组织温度测试实验

实验对象为一只 Ｗｉｓｔａｒ大鼠，饲养和处理方法

与上一实验相同，切口手术后将自制的热电偶温度

传感器探针分别放置在激光照射皮肤正下方１ｍｍ

和２ｍｍ处，在体测量激光照射时组织的内部温度。

两种波长激光的照射功率与前面实验一样设置为连

续输出０．５Ｗ，功率密度达到１５．９Ｗ／ｃｍ２。每个照

射点的激光照射时间和温度测量时间分别设置为

５ｓ和３５ｓ。

３　实验结果

３．１　肉眼观察及组织病理学评价

术后每日观察没有发现大鼠有任何健康、行为

和饮食方面异常。由图１可知，愈合初期，激光焊接

切口较缝线切口恢复更快、异物反应更小、伤口更平

整；２１天后，两组伤口完全愈合，用肉眼无法辨别出

明显差异。激光焊接切口在双波长激光同时照射后

迅速闭合，而缝线侧的切口术后２４ｈ还处于裂开状

态，大大增加了炎症发生几率。术后第４天，激光焊

接侧伤口愈合很好，只有少许标本会出现细微结疤；

缝线侧伤口基本闭合，可观察到明显结疤和伤口两

边的缝线针孔，伤口不平整。术后第７天，激光焊接

侧伤口的结疤完全脱掉，伤口基本愈合成一条细线；

缝线侧伤口依然不平整，且某些伤口在缝线针孔处

发生组织反应。术后第１４天，两侧伤口完全愈合，

激光焊接侧伤口肉眼观察与周围正常组织没有明显

差异，而缝线侧伤口在缝线针孔处可见垂直于切口

方向的疤痕。

图１ 伤口愈合期间激光焊接伤口与缝合伤口照片（箭头所指部位是伤口的两端）

Ｆｉｇ．１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ｓｃｌｏｓｅｄｅｉｔｈｅｒｂｙｌａｓｅｒｗｅｌｄｉｎｇｏｒｓｕｔｕ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ｗｏｕｎｄｈｅａｌ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ｉｎａｒｒｏｗ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ｅｎｄ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ｓ）

　　为了更好研究伤口愈合情况，术后特定时间对

标本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测（图２），图中双箭头指示

伤口所在处，Ｈ＆Ｅ染色检验，伤口标本的显微放大

率为４０倍，比例尺为１００μｍ，并对ηＣＩ、犜Ｅ、犛ＧＡ等表

征伤口愈合的半定量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如表１所

示。其中 Ａ代表激光焊接组，Ｂ代表缝线手术组，

空白栏表示因没有对比价值而不进行实验测量，
!

代表两者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犘＜０．０５（珚狓±狊，狀＝

８％）。

术后第１天，激光焊接伤口表面紧密闭合，真皮

层还有裂缝（ηＣＩ＝０．４９±０．１１），而缝线伤口完全裂

开（ηＣＩ＝０．００），伤口边缘呈现嗜中性粒细胞聚集

［图２（ａ）、（ｂ）］。术后第４天，激光焊接侧伤口闭合

更加紧密，只有深层真皮层存在少许裂缝（ηＣＩ＝

０．５３±０．１９），愈合效果明显优于缝线对照侧（ηＣＩ＝

０．１１±０．０５，犘＜０．０５）。激光焊接侧伤口周围出现

嗜中性粒子细胞渗透，坏死组织下部的表皮开始连

结，进入再生阶段，平均表皮厚度为 （５４．５±

９．６６）μｍ；缝线侧伤口同样在血凝块下部出现表皮

增生、移植现象，表皮厚度明显厚于激光焊接侧的

（犘＜０．０５），达（１１２．１３±１８．８７）μｍ［图２（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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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第７天，表皮再生基本完成，两组皮肤切口都达

到全层闭合，表皮厚度没有明显差异，分别为

（９８．４７±１４．３）μｍ 和（８６．８８±２０．３４）μｍ（犘＞

０．１）。激光焊接侧伤口可以观察到完整的上皮桥，

并且在表皮下面可见许多纤维原细胞和胶原质，炎

症完全消失；缝线侧伤口周围的炎症细胞不再存在，

可观察到一层很薄的包含胶原质的肉芽组织穿透全

皮层，肉 芽 组 织 面 积 为 （１．９８×１０５ ±７．０×

１０４）μｍ
２，明显小于激光焊接侧的（２．８１×１０５±

７．１７×１０４）μｍ
２（犘＜０．０５）［如图２（ｅ）、（ｆ）］。术后

第１４天，伤口表面形成一层完整、连续的表皮层，表

皮增生放缓，表皮厚度下降，肉芽组织部分替代原有

组织。激光焊接侧伤口在真皮层缩小为一条很细的

疤痕，表皮厚度下降为（４８．１９±９．０４）μｍ，明显薄于

缝线侧的（６１．７５±６．７８）μｍ （犘＜０．０５），而肉芽组

织面积达（３．９５×１０５±７．１×１０４）μｍ
２，明显大于缝

线侧的（２．５７×１０５±５．９×１０４）μｍ
２ （犘＜０．０５）

［图２（ｇ）、（ｈ）］。２１天后，肉芽组织贯穿全皮层，两

组的肉芽组织面积没有统计学差异，并且疤痕可见

度大大下降，表皮厚度都下降到正常值（３０～

４０μｍ）［图２（ｉ）、（ｊ）］。

图２ 伤口愈合过程中激光焊接伤口与缝合伤口的显微图片

Ｆｉｇ．２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ｖｉｅｗ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ｓｃｌｏｓｅｄｅｉｔｈｅｒｂｙｌａｓｅｒｗｅｌｄｉｎｇｏｒｓｕｔｕ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ｗｏｕｎｄｈｅａｌ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

表１ 大鼠皮肤伤口的闭合率、肉芽组织面积及表皮厚度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ｌｏｓｕｒｅｉｎｄｅｘ，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ａｎｄ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ｒａｔｓｋｉｎ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ａｙ／ｄ
Ｇｒｏｕｐ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ηＣＩ）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犛ＧＡ）／（１０
３

μｍ
２）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犜Ｅ）／μｍ

１ Ａ ０．４９±０．１１

Ｂ ０

４ Ａ ０．５３±０．１９ （５４．５±９．６６）

Ｂ ０．１１±０．０５ （１１２．１３±１８．８７）

７ Ａ （２８０．７１±７１．６５５７３） （９８．４７±１４．３）

Ｂ （１９８．１６１９±７０．２５４８３） （８６．８８±２０．３４）

１４ Ａ （３９５．６３７５±７１．１３５４４） （４８．１９±９．０４）

Ｂ （２５６．９４７８±５９．２８４３１） （６１．７５±６．７８）

２１ Ａ （２６３．８０３２５１±６６．６５３） （３７．０３±６．０４）

Ｂ （２２５．２０１±７０．１１８７５） （３７．１３±１．８１）

３．２　皮肤张力测试

伤口愈合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就是皮肤的机械

张力，为了更好的进行对比研究，在术后特定时间点

对激光焊接侧和缝线侧伤口标本进行皮肤张力测

试，结果如图３所示。

由图３可知，大鼠背部切口皮肤张力在术后愈合

过程中逐渐增大，激光焊接侧的由第１天的（５．２１±

１．０２）Ｎ增大到第２１天的（１３．５４±２．４２）Ｎ，缝线侧的

也由第４天的（１．６５±０．３１）Ｎ一直增大到第２１天的

（９．１５±１．９２）Ｎ（此处由于术后第１天缝线侧切口依

然裂开，没有进行张力测试）。伤口愈合过程中（第

１４天除外），激光焊接侧皮肤张力一直都明显大于

缝线侧皮肤张力，并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术后第１４天，激光焊接侧的皮肤张力虽然大于缝线

侧的（７．１１±０．７３）Ｎ，但两者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此外，术后第１天激光焊接侧皮肤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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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激光焊接伤口与缝合伤口的皮肤张力（
!

代表两者

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犘＜０．０５）

Ｆｉｇ．３ 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ｓｃｌｏｓｅｄｅｉｔｈｅｒｂｙｌａｓｅｒ

ｗｅｌｄｉｎｇｏｒｓｕｔｕ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 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ｉ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

　　　　　　　犘＜０．０５）

力要比缝线侧第７天的皮肤张力还要大，并且术后

第７天激光焊接侧皮肤张力与缝线侧第２１天的皮

肤张力没有明显差异（犘＞０．０５）。由此可见，双波

长半导体激光皮肤组织焊接与传统缝线技术相比具

有伤口愈合速度更快、切口两边组织粘连更紧、皮肤

张力更大的优点。

３．３　组织温度测试

９８０ｎｍ与１０６４ｎｍ两种波长激光同时照射皮

肤（功率都为０．５Ｗ，照射时间为５ｓ），利用热电偶

探针分别测试切口处皮肤正下方１ｍｍ及２ｍｍ处

的组织温度，单点照射时间为５ｓ，温度测量时间为

３５ｓ，测试结果如图４所示。

图４ ９８０ｎｍ与１０６４ｎｍ激光组合照射下大鼠

皮肤组织的温度变化

Ｆｉｇ．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ｒａｔｓｋｉｎｔｉｓｓｕｅｄｕｒｉｎｇ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９８０ｎｍａｎｄ１０６４ｎｍｌａｓｅｒｓ

由图４可知，皮下不同位置处组织温度变化呈

现相似的变化规律，即：温度先迅速上升，到达最高

值后温度开始下降，最后降为恒定值（体温３８℃左

右）。沿皮肤厚度方向存在温度梯度，皮下１ｍｍ和

２ｍｍ处的组织温度最高值分别达到６２℃和５２℃，

且皮下１ｍｍ 处组织温度下降速度较２ｍｍ 处的

快。这主要因为前５ｓ内激光照射皮肤发生光热作

用，组织内部产生热积累，导致温度迅速上升；５ｓ后

激光停止照射，表皮与空气接触散热以及皮肤中血

液散热导致温度的下降，且越靠近表皮处组织散热

越快。此外，由于生物热传递效应，皮下２ｍｍ处的

组织温升相对于１ｍｍ处有一定的延迟，并且激光

停止照射后，组织温度也不是迅速下降，而是继续上

升到最大值后再下降。

４　讨　　论

激光组织焊接具有伤口闭合迅速、操作简单、恢

复快、疤痕小等优点而受到关注，但其也具有一些致

命弱点，例如皮肤张力不够以及对周边正常组织的

热损伤。因此，必须选择合理的激光波长、功率、照

射时间等参数，在提高皮肤张力的前提下尽可能减

小对组织的热损伤。皮肤组织对近红外激光的吸收

起作用的主要是水和血红蛋白，９８０ｎｍ半导体激光

能够同时被水和血红蛋白很好吸收，皮肤穿透深度

较浅，适合于浅层皮肤焊接；１０６４ｎｍ激光的皮肤吸

收系数较小，皮肤穿透深度深，适合于深层组织焊

接［１０，１３］。因此，结合以上两种激光的焊接特点，利

用大鼠皮肤模型模拟人体皮肤［９，１０，１４］，将９８０ｎｍ和

１０６４ｎｍ两种波长激光组合应用于皮肤切口焊接，

以期达到全层焊接效果。基于前期预实验以及文献

参考，实验中将９８０ｎｍ和１０６４ｎｍ激光功率同时

选为０．５Ｗ，每光斑点照射时间为５ｓ，能量密度分

别达到７９．６Ｊ／ｃｍ２，各点激光总能量达５Ｊ。

由激光组织焊接原理可见，组织温度升高是影

响激光组织焊接的关键因素，温度太高会导致不可

挽回的组织热损伤，伤口恢复困难，而温度太低又会

导致组织粘连力太小，伤口愈合不紧。激光组织焊

接比较合适的温度范围是５０℃～８０℃
［１，１４，１５］。介

于组织对激光的吸收，组织内部不同深度处的温度

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如何精确控制整个组织层的

温度是激光焊接的关键。这里主要关注大鼠皮肤切

口在双波长半导体激光照射下能否达到全皮层闭合

的焊接效果，并且考虑到实验条件的限制，只在体测

量激光焊接时皮下不同位置的组织温度变化情况。

由图４可知，激光照射下，皮下１ｍｍ处的组织温度

迅速升高，最高温度达到６２℃，皮下２ｍｍ处的组

织温度也达到最高的５２℃。这些温度值都在激光

组织焊接的推荐温度范围内（５０℃～８０℃）
［１，１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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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切口的全皮层紧密闭合。然而，实验中双波

长激光焊接大鼠皮肤切口没能达到全皮层闭合，深

层真皮层存在裂缝，伤口闭合率只有０．４９±０．１１

（图２）。这可以解释为：激光照射在皮肤上被皮肤

组织吸收后发生光热反应，热沉积主要集中在表皮

到中层真皮层的区域内，使该区域内组织温度迅速

上升，发生热致组织变性，促使分离的两部分皮肤组

织粘连在一起；在深层真皮层，虽然组织温度最高也

达到５０℃以上，但是持续时间短，光热沉积少，难以

导致热致组织变性将分离两部分组织粘连起来。由

此可见，要想达到全皮层焊接效果有必要对激光参

数进行优化，例如，增大激光功率密度、延长照射时

间、改变激光组合方式等。

术后２１天的伤口愈合期间，通过肉眼观察、病

理学检测以及张力测试等手段研究了双波长激光焊

接的长期愈合效果，并且与传统缝线手术进行对比。

结果表明，伤口愈合初期，双波长激光焊接较传统缝

线手术具有伤口闭合快、伤口平整、异物反应小等优

点（图２），并且在整个愈合过程中伤口皮肤张力较

缝线手术的要大，伤口愈合更加牢固（图３）。

为了突出双波长激光皮肤焊接的优势，增加了

单独利用９８０ｎｍ激光和１０６４ｎｍ激光进行皮肤焊

接实 验 作 为 对 照，每 种 激 光 功 率 密 度 同 为

１５．９Ｗ／ｃｍ２，每点焊接时间为５ｓ。术后肉眼观察

发现１０６４ｎｍ激光单独焊接时切口依然裂开，与文

献［８］中报道的１０７０ｎｍ光纤激光皮肤焊接效果不

一致。这可以解释为在没有辅助吸光染料Ｉｎｄｉａｉｎｋ

条件下，１５．９Ｗ／ｃｍ２的１０６４ｎｍ激光照射皮肤，组

织吸收激光所产生的热量不足以将分离的组织熔接

在一起，导致焊接失败。术后对９８０ｎｍ激光焊接

伤口进行皮肤组织张力测试，所得结果与文献［７］报

道的基本相符。伤口愈合前期，９８０ｎｍ激光焊接伤

口的张力逐渐增大，由第１天的（４．１６±０．７８）Ｎ增

大到第７天的（６．２５±０．９４）Ｎ，但一直较双波长激

光焊接伤口张力小，且存在统计学差异（犘＜０．０５）；

一周后皮肤张力持续增大，与双波长激光焊接相比不

存在明显差异，到术后２１天达到（１２．５２±１．９２）Ｎ。

此外，对９８０ｎｍ激光焊接伤口组织标本进行组织

学检测，得到术后第１天与第４天的伤口闭合率分

别为０．２９±０．０９和０．３８±０．０７，明显小于双波长

激光焊接伤口的０．４９±０．１０和０．５３±０．１７（犘＜

０．０５）；７天后两组伤口ηＣＩ＝１．０，不存在明显差异。

由此可见，９８０ｎｍ与１０６４ｎｍ激光组合焊接与单波

长激光焊接相比具有更深的伤口闭合效果和更紧的

皮肤粘连力，更容易实现全层皮肤焊接效果，从而佐

证了双波长激光皮肤焊接模型选择的正确性。

５　结　　论

提出将９８０ｎｍ和１０６４ｎｍ半导体激光组合应用

于皮肤切口的焊接，并且与传统缝线手术对比研究其

长期焊接效果。结果表明，使用功率密度与每点照射

时间分别为１５．９２Ｗ／ｃｍ２和５ｓ的９８０ｎｍ激光（功率

为０．５Ｗ）与相同参数的１０６４ｎｍ激光组合焊接时，

与传统缝线手术相比具有伤口愈合更快、更平整、更

牢固等优势，是一种潜在的重要的伤口愈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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