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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细胞异体真皮与自体薄皮片 

移植 

孙永华 李迟 王春元 

的研究与应用 k 

覃风均 于东宁 陈忠 王荣 胡杰 吴亚袖 

【摘要】 目的 为深度烧伤剖面的修复寻求良好的覆盖材料。方法 采用固定剂对异体皮肤细胞 

外基质固定交联，再用胰蛋白酶和 EDTA鳌台剂去表皮，保留基底膜，用DNA酶、RNA酶和化学制剂 

对真皮内可引发宿主细袍识别反应的细胞成分进行处理，保留完整的基底膜和细胞外基质的形态，制成 

网状 脱细胞异体真皮”。结果 通过动榭实验(纯种Wister大鼠)证明移植成活率高，无排斥反应，组织 

学观察术后8周形状结掏完整，炎性反应消失，12周钉突与脱细胞真皮结合良好，胶原排列整齐。37例 

烧伤病人 I度刨面和藏癀切除后，进行脱细胞真皮十自体薄皮片(8‰英寸)移植，成活率平均为 96．2 

士3．4 。剖面收缩轻，外观平整，色较深，触软，功能良好。结论 脱细胞同种真皮+薄自体皮移植是修 

复烧伤深度剖面比较理想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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苎丝 移植些塑堕墨生破日去{s弄直岳婿霞屯 

Experimental study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eellular dermis for coverage of burn wo~Jads Sun 

Yong~．a ， Chi，WangChunyuan， a1． Departmen2 Burns，BeijingJi ShuiTanHospital,Bei- 

如培 100035 

【̂ b窖tr∞tl olUectlvc To prepare acellular dermal matr／x for the coverage of deep burn wounds． 

Methods After conjugation of extraeellular matrix，the anogeneie skin WaS treated with trypsin and 

EDTA chelating agent to remove epidermis．The ceUs，which could induce recognition reaction by eellu— 

lar ilTzlnunity of the host，were further removed with the treatment of DNA and RNA enzymes and 

chemical agents，and intact basement membrane and extraceHular matrix wet'e preserved，finally form— 

ing 。aceHuhr allogeneic dermis”．It WaS used to cover burn wounds toge ther with split-thickness autol— 

ogous skin only．Results In W istar rats，it WaS proved that the transplantation of acellular alloge neic 

dermis and split—thickness autologous skin graft resulted in high rate of take without signs of rejection． 

Histolng icnl exami nation 8 weeks after the tr~msplantation revealed intact structure，wi th subsidence of 

inflammatinn．12 weeks after the transplantatinn，it was shown that the dermis joined well with epider一 

瑚 l fete．and collagen 嘻5 orderly arrange d．Eschar excis／on of scar excision 胁 s performed in 37 pa- 

dents，an d the wounds were covered with allogeneic acelltilar dermis and autologous split-thickness skin 

(8 0 inch)．Take rate WaS found to be 96．2 士3．4 。There was only slight wound contraction，the 

surface was smooth，the color WaS darker，the eonalstehey w" soft，and the function WaS gond ．Con- 

eluslen Acellular dermis wi th only split—thickness autologous skin graft is an ideal covering material 

for deep burns． 

[Key words] Burn Grafting Acellular all-dermal ma trix 

深 I度烧伤创面愈合后或大面积全层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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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经早期切痂植皮或覆盖自体表皮细胞培养 

皮片；或大张异体皮开窗嵌入自体微型皮片I或 

自体网状植皮以及自体微粒皮移植等常有不同 

程度的瘢痕形成，且外观不整、痛痒难忍，尤其 

在功能部位往往导致畸形和功能障碍。以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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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表明，移植的皮片所含真皮厚度与皮片挛 

缩程度有直接关系，但自体供皮区切取皮肤越 

厚，供皮区遗留瘢痕也越重，更不能反复切取。 

为了解决供皮材料的困难，国内外学者都着眼 

于复合皮的研究口 ]，即自体表皮和异体真皮 

组合形成的一种新型烧伤创面覆盖物或人工真 

皮(Integra)与自体表皮移植。我们采用脱细胞 

异体真皮+自体薄断层皮片一次性手术移植方 

法，进行了动物实验和初步临床观察，以期为临 

床提供较理想的永久性刨面覆盖材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 纯种Wister大白鼠8O只，体重 250 

～30O克，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动物实验中心提供 

1．2 脱细胞异体真皮的捌备 

供体大白鼠于使用前 1周单独曦养，术前 1天脱 

毛，术中乙醚麻醉、碘酒酒精常规消毒、铺巾。切取大白 

鼠全厚皮，剪去皮下组织．经大量消毒生理盐水冲洗后 

使用常规固定荆(20 福尔马林等)，对皮肤的细胞外 

基质进行交联I使用胰蛋白酶等及EDTA鳘合荆击表 

皮，保留基底膜}再用DNA爵、RNA爵、其他化学药品 

及低渗化合物缓冲液、EDTA鳌台荆等对真受内可引 

发宿主细胞识别反应的细胞成分进行处理，完整保留 

细胞外基质的形态结构和成分．用特制的制阿机制成 

细阿，置2～8℃条件下保存待用。 

1．3 脱细胞异体真皮检验口 

1．3．I 物理性瞻 有弹性，弯曲不断裂，乳白色，阿 

状 。 

1．3．2 组织学结构 与正常人体真皮内的细胞外基 

质结构相同的真皮组织结构 。有完整基底膜、无细胞、 

无细胞校，偶有微量细胞碎片。 

1．3．3 无菌生长 细胞毒性反应不太于2级。皮 内刺 

激c一)。口腔粘膜朝擞不大于 1分。遗传毒性(Ames试 

验)为(一)。 

1．4 未脱细胞异体皮捌备· 

手术当日乙醚麻醉、脱毛，常规捎毒、铺巾。切取大 

白鼠垒厚皮，消毒生理盐水冲洗 3次，待用。 

1．5 复台皮移植手术方法 

1．5．1 动物分为脱细胞异体真皮+自体薄皮片组(1 

组)和未脱细胞异体皮+白体薄皮片组(2组)。 

1．5．2 太白鼠 64只，在乙醚开放麻醉下，背部上、下 

方各切除一直径 3cm的垒层皮肤创面，充分止血。太白 

鼠背部选取敷片薄断层皮待用。 

1．5．3 1组：脱细胞异体真皮植入剖面+自体薄断层 

皮，周缘缝合敷针，油纱布、纱布等敷料覆盖包扎固定 

(n一32) 2组：未脱细胞异体皮植入创面--r-自体薄断层 

皮 ，周缘缝合数针 ．油纱布、纱布等敷料覆盖包扎固定 

( 一32)。 

1．5．4 用创面测量标尺测量留做记录 。每只实验动 

物专笼喂养。术后观察2，4，8，12．24周，每组每敬任选 

6只活杀，取标本 l2块(n一12)，进行组织学检查。留 2 

只作远期观察，最长成活 1】个月。 

2 实验结果 

2．1 外观 第 1组移植区与刨周正常皮肤厚度接赶， 

刨面无明显挛鳍。第2组未脱细胞异体皮移植，术后第 

4周后创面挛缩较明显 

2．2 皮肤成活率 

除被大鼠自己啃噬以外，刨面均成活良好。t组成 

活率平均 96．2 土3．4 ，2组成活率平均 90．4 土 

1．2 

2．3 创面收缩率见表1 

表 1 两组移植区收鳍率比较( ，皮片移植数 60) 

Tab 1 Comparing the structure rate Of the two groups 

skin travsplantation( ) 

2．4 组织学观察 

2．4·1 脱细胞异体真皮移植术后2周 表皮和异体 

真皮成活，真皮内有较多成纤维细胞和毛细血管，有大 

棱细胞及毙性细胞。 

2． 2 移植术后 4周 异体真皮形态接近正常，毛细 

血管大部分垂直表皮生长，有炎性细胞浸润，有角化 

层 。 

2．4．3 移植术后 8周；异体真皮形态正常未见明显炎 

症反应。移植术后 l2周：真皮组织形态正常，表皮有少 

量钉突。移植术后 24周：见正常皮肤组织，结构完整， 

未见皮肤附件，无排斥现象。成活最长的大鼠为 l1个 

月，切片结果同术后 24周。 

2．5 小结 

异体真皮移植可成活，抗原性低，可诱导细胞和上 

皮长入。异体真皮和移植表皮组织结合，外观好，挛鳍 

轻。 

3 临床应用 

3．1 观察内容 

脱细胞异体真皮+自体薄层赓 (约 6‰～8‰英寸)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72· 

植皮后的成活率，刨面愈合后癜痕生长，剖面收缩率及 

功能等。 

3．2 手术方法 

选择 1996年 5月～1 997年2月有新鲜 I度烧伤 

刨面的成年住院病人和烧伤后癜痕畸形的成年病人37 

例，I度剖面焦痂切除手术或瘴痕切除后剖底充分止 

血，无菌生理盐水冲洗。将已准备好的脱细胞异体真皮 

+自体薄层皮(采用Zimmer电动取皮机或用蒗轴取皮 

刀切取约8‰英寸左右的薄层皮)进行移植，油纱布覆 

盖剖面后，多层敷料适崖加压包扎。术中注意无菌操 

作，刨底充分止血．无菌生理盐水冲洗 。一般术后 1O～ 

14日检查剖面 。 

3．3 观察方法和结果评价 

刨面分别于木后2，4，8，15周观察颜色、软硬度弹 

性。井用剖面测量标尺测量植皮成活率0]，于伤后 4，8， 

12．24，48周测量植皮面积与原始面积相交计算皮片收 

缩率等各项数值，I检验方差分析统计学处理。 

3．4 结果 

4．1 皮肤成活率 37例病人移植 41个刨面除 1侧 

目脱细胞异体真皮下积血，皮片未成活外，余均成活良 

好，成活率平均 95．2 士3．4 。 

3．4．2 剖面收缩率见表 2。 

裹2 伤后剖面收缩率( ) 

Tab 2 The wound contruetion rate( ) 

4周 6周 1z周 24周 48周 

= 40 36 H= 19 一 29 。5 

96．8土Z．1 99．4土Z．6 90．2土Z．6 96．4土3．4 95．1士 Z．8 

3．4．3 外观平整，无瘴痕增生，色仍较深，触之柔软， 

功能部位功能良好。 

3．5 典型病例 

倒 1男，4O岁。1996年 5月27日因嗜酒后昏迷， 

双下肢泡在热开水中．被人发觉后救起，双下肢、臀部， 

尤其左下肢为II度烫伤，足、踝、小腿中下部大都骨皮 

质坏死，̂ 院后行坏死组织切除，部分自体皮肤移植 

术，选择臀部和左膝上外侧行 J一1脱细胞异体真皮移 

植，其上覆盖自体薄断层皮，木后 2周．植皮全部成活， 

术后半年，禽台剖面平整、光精、功能好，肤色接近正常 

(囤 1～3)。 

例2男，2O岁，1996年 5月23日因颜面、双上肢 

煤气火焰烧伤，面积 20％，I度，急诊^院。5月27目 

上午全麻下行双上肢切痴，双大腿取薄断层皮，双前臂 

部分行 J一脱细胞异体真皮移植，其上覆盖自体细咆薄 

C~fin J Plast Su Burns，Sep．1998 Vo1．14 No．5 

舶 1 新鲜 l度烧伤皮肤移植术中 

FIgl A{ter excision∞ full thickness burn injury On 

the 

舶 2 术后 2周移植皮肤全部成活 

F 2 Tw。weeks after gra~ting the skin wa§taken 

田 3 术后半年复台皮移植处光滑无嘉痕 

F 3 HsE a year a~ter the transplantatlon the 

surfacew时 smooth 

断层皮，部分仅 自体薄断层网状皮移植。术后 5周，检 

查剖面皮成活 良好，术后 12周 ，单纯断层网状皮移植 

部位，可见突出小瘴痕生长，复台皮移植部位光滑平 

整，取标本光镟检查表面表皮各层细胞完整，井有钉 

突，真皮浅层少量炎性细臆侵澜，真皮深层有粗大胶 

原、纤维细胞 ．未见皮肤附件 (图 4，5)。 

4 讨论 

4．1 1913年 Loewe0 首次应用真皮移植成 

功。真皮组织不仅能增强移植皮的韧性 ，还能抑 

制肉芽组织生长和糍痕形成，减少刨面收缩 采 

用复合皮穆植修复深度烧伤或外伤引起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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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减轻瘢痕，设 进功能，已有很多报道。 

Cuono_】 用液氨保存的异体真皮植于烧伤后新 

鲜切痂刨面，3～5天后待真皮建立血运，将真 

皮去除，然后在异体真皮上移植培养的自体角 

质细胞膜片。Mekay等 用 DispaseⅡ处理， 

甘油保存的异体真皮，临床初步应用显示成活 

后瘢痕少。WainWright口 报告无细胞的同种真 

皮+网状自体薄皮移植。Tompkins等报告【 

Integra(商品名)具有与正常真皮相似的三维 

结构的双层人工皮，对长入的成纤维细胞提供 

三维结构信息，诱导成纤维细胞合成新生的结 

缔组织，具有真皮的结构。陈璧报告“ 以小猪 

做为动物模型，采用异体冻千真皮，经胰酶处理 

的异体真皮和新鲜异体真皮，其上再重叠移植 

自体皮。 

本组动物实验和临床结果表明，脱细胞异 

体真皮和自体薄皮片同时移植成活率高。移植 

2周后组织学观察显示炎症反应存在，随移植 

时间的延长，炎性反应逐渐消失，胶原排列整 

齐，尤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它具有完整的基底 

膜，覆盖在基底膜面上的自体表皮细胞已坚固 

的同脱细胞的真皮结合，并不断地扩展增厚上 

皮化。 

本实验所得结果从侧面支持了Chetty[1 

1 992年报道的基底膜对于刨面愈合所起的重 

要作用，及 Compton和 O’Connor等人[1 在 

1989年报道的由于缺少基底膜而导致移植后 

皮肤易脆裂，起水泡等问题 

4．2 应用脱细胞异体真皮移植，保留细胞外基 

质可引导细胞新生和扩展，促进自体成纤维细 

胞在异体真皮支架中生长，促进刨面愈合。 

Takami 和本实验的方法均能彻底去除异体 

真皮内细胞，保留异体真皮结构。 

4．3 临床 37例病人，41例刨面移植观察，脱 

细 胞 异体 真 皮复 合 移 植 成 活率 96．2 土 

3．4 ，外观平整，功能好。脱细胞异体真皮保留 

基质做为框架，有完整基底膜为自体表皮的成 

活和真皮与表皮层的连接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由于无表皮细胞成分 ，组织抗原性低，可使 

皮片长期存活，供皮区损伤小，恢复快，无瘢痕， 

是修复深度烧伤创面的一种较好的创面覆盖 

物，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本文图 4．5见插页第 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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