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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筋膜作为骨骼肌再生支架的实验研究 

汪道新 朱志祥 张力勇 黄志斌 关弘 

【摘要】 目的 探讨自体筋膜作为支架材料在体内重建肌肉的可行性。 方法 采用28只新 

西兰兔的双后腿建立胫骨前肌中段缺损模型。随机选取一侧，植入用自体阔筋膜制成的支架和肌肉 

微粒(肌肉支架组)；另一侧分为 3部分：l0只腿缺损处植入筋膜支架(支架组)，l0只腿缺损处植入 

肌肉微粒(肌肉组)，8只腿缺损不作处理(缺陷组)。术后2、3、4、6、9周分别解剖观察移植成活率，并 

切取标本行组织学及超微结构观察和结蛋白免疫组织化学鉴定。各时相点切取肌肉支架组和支架组 

移植物中段标本，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技术进行 d肌动蛋 白DNA相对定量分析。结果 

(1)术后第4周肌肉支架组缺损愈合处形态接近正常，移植成活率达 93．33％ ，其他组相对较差。(2) 

肌肉支架组术后 2—3周细胞增生活跃 ，结蛋白阳性率较高，ot肌动蛋 白 DNA相对丰度较大，与支架 

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以自体筋膜为支架促使肌肉组织再生具有可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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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0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autologous fascia as a scaffold for the reconstruc— 
tion of skeletal muscle in vivo． Methods Twenty—eight healthy New Zealand rabbits were employed in the 

study．The anterior tibial muscle in both legs were divided to create a gap of l0 mm in each muscle．One leg 

was used in the experiment(E，n：28)，while the contralateral as self—control(C)．The legs in C group 

were funher divided into 3 groups(C1．C2 and C3)．While defe-cts in the midportion of anterior tibial mus— 

cle in the hind legs were created in all rabbits．In E group．each defect was filled with a tubule made of an— 

tologous fascia lata．and the fascial tubule was filled with tiny muscular granules(<l mm ×l mill×l 

mm)．In Cl group(n=10)，the defect was also filled with fascial tubule but with no muscle filling．The 

defect in C2 group(n：l0)was only filled with muscle granules without fascial tubule．The defect in C3 

group(n：8)received no treatment．The survival rate of the transplantation was grossly observed，and the 

tissue samples were harvested for histological and ultra—structural examination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iden— 

tification of desmin at 2．3．4，6 and 9 post—operation weeks．The expression level of(it—actin DNA in the 

tissue samples from the midportion of grafted fascia was assessed by RT—PCR(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 

ase chain reaction)in E and C 1 groups． Results ① Survival rate of the transplantation：In E group，it 
was 93．33％ with near normal tissue contour in the grafting area．The muscle defects were not completely re— 

paired in C1，c2 and C3 groups．② Under light and electronic microscopy，marked proliferation of muscular 
cells surrounding fibrous tissue could be discerned at 2 and 3 post—operation weeks in E group，while only 

necrotic tissue and fibrosis were observed in C l and C2 groups．and no definite tissue could be discernible in 

C3 group．(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revealed that over 85％ of the cells were positive for desmin in E 

group．while only less than 25％ in C1 group．④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d—actin DN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E group than that in C2 group(P <0．05)． 

gous fascia as a scaffold is beneficial for skeletal mus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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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autolo— 

reconstruction in vivo． 

以电烧伤为主的深度烧伤和其他创伤引起的肌 

肉坏死、缺损、萎缩性变是临床常见的肌肉病变或缺 

损 。动力性肌肉修复一直是整形创伤界较为棘 

手的问题，尽管游离肌肉移植以其显著的疗效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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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医生所青睐，但它对供区的损害及术后受区欠佳 

的外形和肌力分布又限制其广泛应用。近年来随着 

细胞生物学的迅猛发展和组织工程技术的兴起，骨 

骼肌再生这一古老话题又重新回到烧伤整形等外科 

的研究 日程上来，为动力修复肌肉的缺损开创新的 

前景 。本研究利用 自体筋膜作支架在体内培育 

肌肉组织雏形，现将具体情况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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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方向，产生肌肉合力。本实验观察到术后第 

2—4周时肌肉支架组细胞大量增生并贴附于筋膜 

组织两侧，细胞内线粒体代谢旺盛，6—9周时有细 

胞融合，外观圆润、有光泽、弹性好。而支架组虽已 

植入支架，但因无肌 肉组织微粒生长，仍旧呈凹陷 

状。肌肉组因无筋膜支架，肌肉微粒最终无法附着 

生长，成为豆腐渣样。缺陷组仍旧缺损。 

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检测细胞有无结蛋白 

表达，是目前所知的鉴定骨骼肌卫星细胞的最佳方 

法 。结蛋白是肌细胞内细胞骨架中间丝的构成 

成分之一，由单一的结蛋白基因编码合成，在心肌、 

骨骼肌及平滑肌细胞中都有表达，而成纤维细胞不 

表达这种蛋白。本实验结果显示，肌肉支架组移植 

部位结蛋白表达阳性率达 85％，提示该部位含有大 

量肌细胞成分，在支架组中结蛋白表达阳性率较低， 

可能是因为仅有部分血管平滑肌所致。 

肌动蛋白是肌丝的主要成分，目前发现主要有 

3种类型，即 仅、13、 型。其中 13、 型大部分存在于 

非肌肉细胞中，而 仅型存在于肌肉细胞中，约占骨 

骼肌总蛋白的 12％ 。本实验通过对 仅肌动蛋白 

进行定量分析获知，肌肉支架组与支架组比较，仅肌 

动蛋白含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提示两组中肌细 

胞含量显著不同。 

以上结果提示，自体筋膜作为肌肉组织再生的 

支架具有可行性。至于骨骼肌卫星细胞在体内如何 

分化和融合，最终能否形成肌肉组织，肌力如何，原 

肌组织碎块在体内如何转归，筋膜在体内如何降解 

等问题，笔者正在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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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创面应用水胶体敷料导致接触性皮炎一例 

严刚 李建伟 汤勇 唐宗联 

患者女，25岁。电热取暖器烫伤右前踝 2 C113×1 CIll，111 

度，门诊换药治疗。患者平素体质弱，有对牛奶、鸡蛋 、磺胺 

药物过敏史。伤后 14 d起使用丹麦康乐保公司的康惠尔溃 

疡贴水胶体敷料 5 Clll×4 till换药 ，1次／2 d。16 d后 ，患者 

创面周围皮肤与所贴溃疡贴大小一致的区域红肿 、发痒、出 

现水疱 、糜烂、渗出，诊断为接触性皮炎。停用康惠尔溃疡贴 

并换药。创面用体积分数 0．1％苯扎溴铵清洗消毒，皮炎区 

域白天用 30 g／L的硼酸溶液湿敷，夜间涂氧化锌糊剂。治疗 

4 d后局部皮肤炎症好转，烧伤创面用等渗盐水湿敷换药，创 

面逐渐缩小。8 d后患者因走动过多，该区域的皮肤再次 出 

现红肿 、小水疱及渗液，除重复上述皮炎治疗外，加用醋酸氟 

氢松软膏外涂 ，口服维生素 c及抗过敏药物，皮炎逐渐好转 ， 

烧伤创面愈合。10 d后该区域皮肤再次红肿、渗液，疑为创 

面溃烂而就 诊，仍按接触性皮炎治疗 ，同时辅以清热 、凉血、 

解毒药物治疗 ，6 d后治愈，未再复发。 

讨论 康惠尔水胶体敷料的主要成分为羧甲基纤维素 

钠，基质为人工聚合物 、黏弹剂，对创面具有 自溶清创、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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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口愈合的作用。本病例属变态反应性接触性皮炎(allergic 

contact dermatitis，ACD)，为 T淋巴细胞介导的迟发型超敏反 

应。当变应原作为刺激因子作用于少数特异性过敏体质者 

的皮肤和黏膜时 ，可诱发本病。初次接触并不立即发病，经 

4—2O d的潜伏期，机体先致敏，当再次接触该物时可在 l2 h 

左右发生皮炎 。患者应用康惠尔溃疡贴水胶体敷料后，引 

起 ACD，皮炎区域与接触物形状一致 ，因 ACD残余的抗原在 

皮肤上至少可保留 2—3周 ，所以当患者劳累、体质差、机 

体免疫失衡及停止相关的治疗后，可再次诱发本病。故治疗 

前应查明病因，避免再接触；去除刺激因子，避免搔抓 、磨擦 

及其他刺激。可给予口服抗组织胺类药物及维生素 c，并局 

部合理用药，同时配合中医清热 、凉血、解毒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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