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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臂带蒂皮瓣修复多个手指创伤性皮肤缺损

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 & ∀ ∀ &∋ 汤稚全

摘要 作者报告 ( & ) ∗ 年 问
,

应用上臂带蒂皮辫一期修复伴有肌睦
、

神经
、

血管或骨关节裸露的多个手指创伤性 皮肤

缺损 &% 例 ∃# 个手指 ∋
。

其 中男性 %( 例
,

女性 ∗ 例
。

切割伤 ( 例
,

撕脱伤 ∀ 例
,

挫裂伤 ∗ 例
。

伤后就诊时 间
,

最短半小时
,

最

长 ∀ 小时
。

术后 两周 断蒂
,

皮瓣全部成活
,

手指 功能与外形恢复满意
。

作者认为
,

在显微外科技术和显微外科解剖学迅速发展

和普及的令天
,

利 用上臂带蒂皮辫一期修复伴有肌健
、

神经
、

血管或骨关节裸露的多个手指创伤性皮肤缺损
,

仍有一定 的 +,− 床应

用价值
。

作者还对 皮辫断蒂的最早时限进行 了讨论
,

认 为在一定条件下
,

带蒂皮辫移植术后 两周断 蒂是可行 的
。

关键词 带蒂皮辫 多个手指 皮肤缺损

带蒂皮瓣修复伴有肌键
、

神经
、

血管或骨关节裸露 尔灭或 & .双氧水浸泡 / 分钟
,

再用大量生理盐水冲

的皮肤缺损
,

是一种传统的皮肤移植方法
。

自  & 年 洗
。

带血管蒂 的游 离皮瓣移植首次在 临床运 用成功以 &
0

对神经
、

血管
、

肌键损伤及骨折脱位的处理
1

对

来川
,

随着显微外科技术和显微外科解剖学的迅速发 于指掌侧固有神经和动脉的切割伤
,

可用显微外科技

展
,

游离皮瓣移植等手术
,

大有逐渐取代传统的带蒂皮 术进行吻合
。

神经缺损过多
,

不能行吻合者
,

可二期作

瓣移植术的趋势
。

但对于多个手指的
,

伴有肌腿
、

血管
、

神经移植
,

从而改善患指感觉和皮肤的营养
。

一侧的指

神经或骨关节裸露的创伤性皮肤缺损
,

不能用皮片移 掌侧固有动脉缺损过多者
,

可予以结扎
。

肌臆断裂者可

植或局部皮瓣转移修复者
,

为了保持伤指的长度
,

满意 行吻合术
。

肌膛缺损过多
,

不能行吻合术者
,

可二期行

或较为满意地恢复患指的功能和外形
,

在对侧上臂
,

设 肌键移植术
,

以重建肌膛的功能
。

指骨骨折脱位者
,

可

计多个带蒂皮瓣
,

一期修复伤指皮肤缺损
,

仍然不失为 行开放复位内固定术 ∃用细克氏针
、

微型钢板螺丝钉或

一种较好的方法
。

作者等 ( &一 ∗ 年间
,

应用本法 钢丝等 ∋
,

以恢复骨支架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

治疗 &% 例
,

# 个手指
,

皮瓣全部成活
,

伤指功能
、

外 ∗
0

皮瓣的设计
1

本组食
、

中
、

环
、

小指的皮肤缺损
,

形恢复满意
。

选用对侧上臂外侧为皮瓣供皮区
。

拇指皮肤缺损
,

选用

临床资料 对侧上臂内侧为供皮区
。

具体供皮部位的选定
,

应能使

本组共 &% 例
,

# 个手指
。

其中男 %( 例
,

女 ∗ 例
2

手指尽量固定在功能位
,

各患指之间的距离
,

尽量加

年龄最小 ( 岁
,

最大 ∗/ 岁
,

平均 % 岁 2 切割伤 ( 例
,

大
,

并且使皮瓣的蒂部尽可能位于上臂的近侧
。

这样
,

撕脱伤 ∀ 例
,

挫裂伤 ∗ 例 2 拇
、

食指伤 / 例
,

食
、

中 既可保证各皮瓣有良好的血液供应
,

又可使患指术后

指伤 ( 例
,

中
、

环指伤 & 例
,

环
、

小指伤 例
,

拇
、

食
、

早 日恢复运动功能
。

根据各患指皮肤缺损情况
,

分别设

中指伤 例
,

食
、

中
、

环指伤 & 例
,

中
、

环
、

小指伤 计皮瓣
。

每个皮瓣
,

根据受区创面大小
,

除每边放大

例 2 均为急诊
。

伤后就诊时间最短半小时
,

最长 ∀ 小 ∀
0

34 5 之外
,

还应使
“

蒂桥
”

的长度为 ∀
0

/ )
0

64 5
。

使

时 2 均有肌键或骨关节裸露
。

其中伴有肌健损伤 ∃断裂 整个皮瓣蒂部宽度大于或等于皮瓣的长度
,

以保证皮

或缺损 ∋ / 例
,

伴指掌侧固有神经
、

血管损伤 ∃断裂或 瓣的血液供应
。

用美兰划出皮瓣的轮廓
。

这样分别设计

缺损 ∋ ∀ 例
,

伴骨折脱位 % 例
。

各患指的皮瓣
,

就避免了二期再作分指手术
。

手术方法 /
0

皮瓣的切取与供皮区的处理
1

按美兰划出的皮
0

麻醉
1

患肢用臂丛麻醉
,

供皮区用 ∀
0

/ .普鲁卡 瓣轮廓切取皮瓣
,

直达深筋膜浅层并锐性剥离掀起皮

因局部浸润麻醉
。

瓣
,

直至蒂部
。

为保证皮瓣蒂部血运
,

本组均从大腿内

%
0

清创术
1

是皮瓣移植成功的关键之一
。

彻底清除 侧切取中厚皮片敷盖供皮区创面
。

中厚皮片的三边与

异物
、

坏死的或污染严重的皮肤
、

皮下组织
。

肌键
、

神 供瓣区创缘皮肤间断缝合
,

另一边与受瓣区靠皮瓣蒂

经
、

血管及骨组织等
,

能保留者尽量保留
。

伤 口边缘要 部的创缘皮肤间断或连续缝合
,

然后
,

再把皮瓣三边间

修整齐
,

使创面大致呈长方形
,

以便保证皮瓣蒂部的宽 断缝合于受区创缘
。

这样
,

就把整个皮瓣的创面边缘全

度大于或等于皮瓣的长度
。

清创前后
,

患指用 .
。

新洁 部封闭起来
,

以免皮瓣蒂部的
“

隐蔽区
”

术后渗液
、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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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
。

#
0

固定
1

手术后用宽胶布固定
,

务必使病人尽量感

到舒适
,

并使固定确切
、

可靠
,

避免皮瓣受到牵拉
。

伤

口用无菌敷料覆盖
。

皮肤相贴处以敷料隔开
,

以防皮肤

糜烂
。

 
0

术后处理
1

术后常规应用破伤风抗毒素及抗菌

素
,

以防感染
。

术后第一天开始服用活血化痪
、

清热利

湿的中药
,

并每天观察皮瓣血运情况及固定是否牢靠
,

皮瓣处滴  / . 的酒精
。

术后 &一 / 天
,

当皮瓣急性创伤

反应渐消时
,

即可训练病人在皮瓣无张力的情况下转

动患指
,

逐渐加大皮瓣蒂部折叠的程度
。

目的是训练皮

瓣
,

加速皮瓣与受皮区的血管再通
,

短缩皮瓣从受区获

得血供的时间
,

为皮瓣早 日断蒂作准备
。

(
0

断蒂
1

目前
,

一般带蒂皮瓣的断蒂时间为术后 &

周 ) ∗ 周
。

本组病例因皮瓣供区与受区血供均较为丰

富
,

皮下脂肪较薄
,

加之移植术后采用中药内服及对皮

瓣进行训练的方法
,

故均采取术后两周断蒂
,

皮瓣全部

成活
。

治疗结果

本组 &% 例
,

计 # 个手指
,

经本法治疗
,

皮瓣全部

成活
,

无感染及坏死发生
。

术后除需二期做肌膛移植
、

神经移植者外
,

患指功能和外形均恢复满意
。

讨 论
0

尽管带血管蒂游离皮瓣
、

岛状皮瓣等有手术一

次完成
、

皮瓣血供丰富
、

抗感染能力强
,

疗程短
,

术后

不需将病人肢体 固定在强迫的位置上等优点
,

但这类

皮瓣均需牺牲一对知名血管 2 一旦血管吻合失败或血

管蒂损伤
、

扭曲
、

受压
,

则易遭失败 2 再者
,

用它们来

修复多个手指的皮肤缺损
,

不仅费时费事
,

而且供皮区

有限
,

得不偿失
。

其他皮瓣
,

如邻指皮瓣
、

鱼际皮瓣
、

局部转移皮瓣
、

亦因供皮区有限
,

难以满足一期修复多

个手指皮肤缺损的要求
。

供皮区选在前臂
,

则疤痕暴

露
,

影响美观 2 供皮区选在腹部
,

皮瓣则有臃肿之虞
。

因此
,

作者认为利用上臂带蒂皮瓣一期修复伴有重要

组织裸露的多个手指皮肤缺损
,

虽具有一般带蒂皮瓣

移植术的缺点
,

但与上述各种皮瓣相比
,

却有以下优

点
1

不需牺牲知名血管
,

不需做血管吻合
,

不需特殊

设备
。

手术简便
、

安全
,

易于掌握
,

便于基层推广应

用〔幻 。

上臂皮瓣的皮下脂肪较薄
,

术后皮瓣臃肿不明

显
。

且供皮区易于隐匿
。

 术后患指固定在功能位或接

近功能位
,

断蒂后可较快恢复患指的功能
。

!可尽量保

留患指的长度
。

∀
#

本组采用了各患指分别设计带蒂皮瓣的方法
,

较之多个手指并指皮瓣移植术
,

省却了皮瓣成活后的

二期分指手术
。

∃
#

带蒂皮瓣
,

一般在术后三周断蒂
,

在此期间
,

患

者肢体处于强迫体位
,

增加了病人痛苦
,

给生活带来不

便
。

如果能缩短断蒂的时限
,

无疑将有助于带蒂皮瓣的

推广运用
。

我们在术后第一天就给病人服用活血化癖
、

行气止痛佐以清热利湿的中药 % 术后第 ∃一& 天
,

皮瓣

充血水肿等急性创伤反应减轻后
,

立即开始用折叠皮

瓣
“

蒂桥
”
的办法对皮瓣进行训练

,

以促进皮瓣早 日从

受区获得血供
。

术后两周断蒂
,

皮瓣全部成活
。

这说明
,

在一定条件下
,

对带蒂移植的皮瓣进行术后两周断蒂

是可行的
。

有人报道
,

腹部带蒂皮瓣术后 ∋( 天即可断

蒂
〔∃〕。

根据本组经验
,

作者认为皮瓣断蒂时间与供皮区

和受皮区的血液供应情况
、

皮瓣的面积
,

特别是皮瓣的

长宽比例
、

皮瓣的张力以及有无感染等因素有关
。

当

然
,

病人的全身情况好坏对皮瓣成活的影响也是毋庸

置疑的
。

至于断蒂时间究竟能提前到术后第几天 )据作

者所知
,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甚少
,

尚需进一步进行临床

和实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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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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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 《全国高等中医学院校函授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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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大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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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款 & 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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