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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客观实验条件限制，目前在认识上不够全面和统 

一

，瘢痕防治仍是一个难题。 

在正常成人皮肤中，Tn-C表达局限、稀少，笔者 

的观察结果与国外报道 相符。但在皮肤损伤修 

复时，伤后 1 d Tn．C表达迅速增强，连续分布于创 

缘，以扩散的方式遍及基质直至创面愈合(伤后 14 

d) 。婴幼儿皮肤伤后 1 h即出现 Tn-C表达增强， 

伤El愈合后 Tn-C消失的时间比成人早 ，笔者推 

测婴幼儿伤后皮肤快速无瘢痕愈合可能与 Tn-C相 

关。 

本实验中，Tn．C在瘢痕疙瘩和增生性瘢痕真皮 

组织中呈弥散分布，表达显著增强，以瘢痕疙瘩增强 

更为明显。随着病程延长增生性瘢痕逐渐成熟，有 

研究报道 ，伤口愈合后 12个月瘢痕组织中 Tn-C的 

表达情况接近正常皮肤 。本研究所采用的标本 

多为6个月的增生性瘢痕，占样本量的 70％。胶原 

纤维和胶原束仍呈过度增生，其中细胞 、血管成分仍 

较多，属未成熟瘢痕，但 Tn．c的表达明显强于正常 

皮肤。瘢痕疙瘩的病程虽长达数年之久 ，但 Tn-C 

在其真皮仍呈弥散性高表达。说明瘢痕疙瘩可长期 

保持不成熟的瘢痕组织状态，有别于增生性瘢痕。 

真皮成纤维细胞被认为是 Tn-C的主要细胞来 

源，Tn-C的表达可能反映了不断发展的纤维生成过 

程。据报道 ，间质性肺炎中，Tn-C mRNA在肌成纤 

维细胞和Ⅱ型肺泡上皮细胞组成的新生纤维灶中有 

表达，而陈 旧的纤维化 区域没有 Tn-C mRNA表 

达 。推测瘢痕疙瘩成纤维细胞中存在着变异的 

反馈机制来调节 Tn．c的产生，这可能与其纤维生成 

活性延长有关 。 B．整合素是一种细胞胶原受 

体，也是 Tn．c的受体 。伤口愈合时，表达增加的 

Tn-c可与 I型胶原竞争性地结合 0【 B．，导致细胞黏 

附减弱，使细胞迁徙，通过影响新的基质形成而防碍 

真皮结构与收缩性的重塑。提示细胞外基质对瘢痕 

创面过度增生的生物学特征有一定作用。当伤口完 

全愈合时，Tn．c水平下降至正常，伤口中胶原得以 

与 ，B 整合素结合，稳定了重塑的真皮。在瘢痕疙 

瘩中Tn．C一直处于高水平状态，影响胶原重塑。瘢 

痕疙瘩旁正常皮肤附件的 Tn-c与正常皮肤比较表 

达增强，这与 Tn．C在瘢痕疙瘩与旁边正常皮肤中的 

表达存在明显分界的报道 有所不同。而增生性 

瘢痕旁正常皮肤中未见 Tn．c的高表达，推测与瘢痕 

疙瘩逐步侵及正常皮肤有内在的联系。Tn．C在伤 

口愈合中的具体作用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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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下注射法的改进 

赵耀华 吴兰草 赵春安 曹平 

烧伤、整形手术中，为获取较薄、较大的皮片，减少创面 

出血，常采用皮下注射法推注液体，操作耗时 、费力。笔者应 

用上海安吉尔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 AJ 5800型电脑输 

液泵进行自动皮下注液，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现作简单介绍。 

将已配制好的皮下水肿液加入电脑输液泵中，连接输液 

管与输液泵，流量调整为 1000 ml／h，用 9号或 1O号穿刺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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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取皮部位行皮下穿刺，启动输液泵，可见皮下组织缓慢水 

肿。当液体压力达到报警阈值时 ，变换穿刺部位，重新启动 

输液泵。也可持续按压冲洗键进行输注。 

此法简单易行 ．同样适用于头皮部位的皮下注射 ．可于 

手术前半小时在病房内进行．缩短了手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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