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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05年 6月 - 2006年 9月运用股前外侧皮瓣修复足

踝部、手掌部的皮肤软组织缺损 13例 ,效果满意。

1　临床资料

　　本组 13 例 ,男 10 例 ,女 3 例 ; 年龄 32 ～70 岁 ,平均

4115岁。机器伤 7例 ,重物砸伤与木棍击伤各 1例 ,车祸伤

4例。其中足踝部软组织缺损 5例 ,小腿远端软组织缺损合并

慢性骨髓炎 3例 ,手掌部软组织缺损 4例 ,前臂软组织缺损

1例。缺损面积 : 12 cm ×5 cm～35 cm ×915 cm。其中有 7例

合并骨缺损与骨外露 , 6例合并肌腱外露。手术切取皮瓣面

积 : 615 cm ×15 cm～11 cm ×36 cm。

2　手术方法

211　受区准备 　创面应彻底清创 ,严密止血 ,双氧水、生理盐

水及洗必泰液冲洗创面 ,再用洗必泰液或庆大霉素液浸泡

5 m in,游离出受区的动静脉备用。若感染创面 ,术前根据细

菌培养结果 ,选用有效抗生素治疗 ,创面用抗生素液湿敷换

药 ,待创面清洁后再手术。

212　皮瓣设计 　髂前上嵴外缘与髌骨外上角连线中点为轴

心 ,该连线为轴线 ,根据皮肤软组织缺损的形状和大小来设计

皮瓣 ,皮瓣 2 /3在轴线外侧 , 1 /3在轴线内侧 , 2 /3在轴心平面

以下 , 1 /3在轴心平面以上。

213　皮瓣游离 　先沿皮瓣的外侧缘切开皮肤 ,在阔筋膜深面

向内侧掀起 ,通常有 2～4支皮支经阔筋膜张肌的肌腹下端穿

出 ,选最粗的皮支进行游离。向上分离寻找旋股外侧动脉降

支或横支 ,尽量保留较长的血管蒂以保证吻合口位于健康组

织内 ,将股前外侧皮神经包含于皮瓣内 ,以利感觉功能的重

建。血管游离后 ,切开皮瓣的内侧缘 ,皮瓣完全游离后断蒂 ,

转移至受区。

214　血管神经吻合 　动静脉比例 1∶2。皮瓣动脉与桡动脉、

足背动脉、胫前或胫后动脉端端吻合 10例 ,与桡动脉端侧吻

合 2例 ,与肱动脉端侧吻合 1例 ;皮瓣静脉与头静脉、足背静

脉或动脉伴行静脉作端端吻合 11例 ,与头静脉端侧吻合

2例。其中 4例将股前外侧皮神经与受区桡浅神经、隐神经

吻合。

215　供区处理 　供皮瓣区直接缝合 2例 ,取腹部全厚皮片游

离植皮 5例 ,取大腿全厚皮片游离植皮 4例 ,取大腿中厚皮片

游离植皮 2例 ,植皮区均加压包扎。

3　治疗结果

　　术后随访 2～17个月 ,平均 1017个月 , 13例皮瓣全部存

活 ,术后均无血管危象发生 , 10例恢复保护性感觉。皮瓣质

地柔软 ,厚度适中 ,有弹性 ,有排汗功能 ,但所有皮瓣术后外观

稍显臃肿。供区瘢痕较小 ,下肢行走功能无影响。

4　讨论

411　股前外侧皮瓣的优缺点 　皮瓣的优点 :血管蒂较长 ,血

管口径粗 ,可携带股前外侧皮神经 ,可切取面积大 ,不牺牲肢

体主要血管 ,术中不需要更换体位。皮瓣的缺点 :仍存在解剖

变异 ,即皮瓣区血供可能不是由主要血管即旋股外侧动脉降

支主干末端或降支发出 ,而是发自旋股外侧动脉横支或降支

内侧支 ,本组有 5例优势皮支是由旋股外侧动脉横支发出的。

皮瓣的另一缺点是较臃肿 ,尤其是对于手部创面的修复 ,近来

罗盛康等 [ 1 ]应用削薄股前外侧皮瓣能较好地解决这一不足。

412　皮瓣血管变异的对策与皮瓣游离时的体会 　虽然该皮

瓣解剖变异较少 [ 2 ] ,但是如果切取的皮瓣内皮支太细或皮支

缺如 ,将影响皮瓣的成活。为此 ,我们选用逆行游离法 ,即先

找到粗大的皮支 ,再由皮支逆行游离至主干血管。如果预先

设计的区域内无优势皮支 ,可以向上或向下延长切口 ,直至找

到粗大皮支为止。由于我们挑选优势皮支 ,保证了皮瓣的足

够血供 ,因此 ,本组有 5例皮瓣转折 90°以上 ,但皮瓣均未出

现部分坏死的情况。在切取较大的皮瓣时 ,我们先保留多些

皮支不切断 ,完全游离皮瓣与优势皮支的血管蒂后 ,除优势皮

支外 ,其余皮支均上血管夹 ,若皮瓣血运良好 ,结扎其余皮支。

若皮瓣血运不佳 ,则再选邻近皮支游离带入皮瓣。皮瓣血管

蒂长度只要能达到与受区血管无张力吻合即可。为防止血管

蒂可能受压 ,宜在皮瓣近端多带一三角形的皮肤 ,用以覆盖血

管吻合口 ,或作成皮桥满足桥式交叉血管吻合的需要。

413　供区植皮覆盖的问题 　我们在实践中发现 ,供区植中厚

皮片易撕裂 ,供皮片区易形成瘢痕 ,主张有条件就用全厚皮片

移植 ,面积小的可在大腿切口两端切取 ,面积大的可在腹部切

取 ,供区需适当制动 ,以利皮片的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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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柱胸腰段不稳定性骨折、不全截瘫合并多发性肋骨骨

折致反常呼吸、血气胸是较严重的创伤 ,临床处理困难。自

1999 - 2003年以双侧股骨髁上牵引和肋骨牵引法治疗该病

7例 ,效果满意 ,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 7例 ,男 6例 ,女 1例 ;年龄 20～43岁 ,平均 3114岁。

均为矿石或其他巨大重物砸于背部所产生的屈曲暴力所伤。

脊柱骨折均在胸腰段 ,其中 T12爆裂骨折 2例 , T12和 L1 压缩性

骨折合并后方椎弓、韧带结构损伤各 2例 , T12和 L1 同时压缩

骨折 1例。均伴不完全截瘫 ,其中 4例仅保留踝部轻微痛觉 ,

双膝以下温度觉和位置觉消失 ,膝及踝伸肌力 0级 ; 2例双膝

以下痛觉过敏 ,屈髋肌力 2级 ,伸膝肌力 1级 ,伸踝趾肌力

0级 ; 1例双下肢痛觉和位置觉减退 ,屈髋肌力 2级 ,伸膝肌力

1级 ,伸踝趾肌力 0级。均合并双侧肋骨骨折 ,肋骨骨折情况

为 2～8根 /侧 ,平均 616根 /侧 ; 9～16根 /例 ,平均 1311根 /

例 ;共 92根 ,其中 27根为多段骨折。全胸廓反常呼吸 4例 ,

单侧 3例 ,并发血气胸单侧 3例 ,双侧 4例。合并胫腓骨双侧

开放性骨折 1例 ,单侧闭合性骨折 2例。肝破裂 1例 ,右肾挫

伤 1例。均并发创伤性休克。

2　治疗方法

　　本组患者为多系统损伤 ,病情复杂严重 ,要依一定程序治

疗才会有良好效果。首先处理严重危及呼吸功能的疾病 ,包

括反常呼吸和血气胸 ,其次为创伤性休克、腹内脏器损伤。将

胸前壁多处骨折导致反常呼吸的浮动区中心之 1或 2根肋骨

固定后悬吊牵引。所固定的肋骨若在第 4肋以上胸前壁肌肉

丰厚处以直巾钳钳夹 ,如在第 4肋以下则以 1 mm钢丝捆扎

固定。牵引以能抑制反常呼吸又不致肋骨过牵为度 (过牵的

标志为肋骨骨折端皮肤突起 ) ,初始牵引重量 015～018 kg。

此后须处理其他危症 ,如血气胸行闭式引流 ,必要时开胸

探查 ,对创伤性休克、腹内实质性脏器破裂等相应的治疗 ,使

生命体征控制在稳定状态。之后置患者于有厚海绵垫或气垫

的硬床上 ,行双侧股骨髁上牵引 (此操作应在胫骨切开复位

内固定术等治疗后进行 ) ,牵引总重量约为体重的 1 /5～1 /3。

垫高床尾使床倾斜约 20°～25°,以骨折脊柱近侧躯干重力的

下滑分力与之相对抗 ,并达到相对平衡 ,二者作用于脊柱骨折

处使其复位 ,促进椎管减压和神经功能恢复。应同时尽快纠

正贫血、低蛋白血症等。尽可能少搬动患者 ,故肢体骨折可经

消毒后在病房就地手术 ,但如果病房条件不佳必须移至手术

室进行 ,则在转运过程中格外小心 ,避免可能发生加重脊髓损

伤、胸部损伤等危险。牵引时双膝置于屈曲约 15°位 ,及早行

膝和踝部主动和被动功能锻炼以促进下肢血液循环 ,防止深

静脉血栓形成和预防足下垂、褥疮及关节僵硬等并发症。

肋骨牵引约 2周后 ,因肌肉疲劳 ,初始牵引重量渐显过

大 ,需不断减小 ,否则骨折端过度移位妨碍其愈合。约 4周后

骨折端稳定 ,不依赖牵引胸廓能保持正常外形 ,可去牵引观察

1周 ,如呼吸功能无异常则取除肋骨固定物。

脊柱骨折治疗过程中股骨髁上牵引重量维持不变 ,使患

者始终处于头低足高位 ,鼓励患者养成在此体位下进饮食的

习惯 ,以免因进食时抬高头部而降低牵引效果。如可能应及

早按骨折早、中、后期服中药。牵引 6～8周后拍片复查 ,如脊

柱骨折愈合则去除牵引 ,否则仍维持该治疗。这时膝关节屈

伸活动受限 ,行主动及被动锻炼以恢复其功能。合并下肢骨

折者据愈合情况决定患肢负重程度 ,如愈合可完全负重。

3　治疗结果

　　住院 63～150 d,平均 90 d。全部随访 8～29个月 ,平均

1413个月。住院期间呼吸功能完全恢复 ,胸片示肋骨骨折愈

合 ,血气胸消失。术后 6周腰椎 X线片示脊柱胸腰段生理曲

度恢复 ,其中 4例椎体高度和密度恢复正常 ,脊柱骨折临床愈

合 ;另 3例为素食者 (且其中 1例继发骶尾部 Ⅲ度褥疮 ) ,均

存在不同程度的负氮平衡 , X线片示骨折椎体密度不均 ,经延

参考文献
1 罗盛康 ,高建华 ,罗力生 ,等. 游离削薄股前外侧皮瓣修复手腕部软

组织缺损. 中华显微外科杂志 , 2005, 28 (1) : 628.

2 许亚军 ,寿奎水 ,芮永军 ,等. 600例股前外侧皮瓣移植术的临床应

用经验. 中华整形外科杂志 , 2005, 21 (6) : 4182420.

(收稿日期 : 2007 - 04 - 09　本文编辑 :连智华 )

·387·中国骨伤 2007年 11月第 20卷第 11期　China J O rthop & Trauma, Nov. 2007, Vol. 20, No.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