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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移植的人工真皮内，但大量成纤维细胞的侵入 、 

增殖开始于移植后 7 d。。 。由此可见 ，创伤愈合过 

程本身对人工 真皮海绵 内的真皮 形成具有滞 后作 

用，应用外 源性 细胞促进 这一过程 具有理论 依据。 

成纤维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在创面愈合早期移植于 

受体 ，通过持续释放生长因子和分泌细胞外基质，促 

进了移植床和人工真皮内的血管新 生和胶原合成 ， 

缩短了人工真皮的 “成熟时间”。由于成纤 维细胞 

和血管 内皮细胞在真皮组织构成中的特殊地位 ，已 

有多项研究将成纤 维细胞和 (或)血管内皮细胞应 

用于含有细胞甚 至血管结构 的组织工程皮 肤的研 

制 ，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而本实验采用的培养细 

胞移植方法简单 ，可操作性强 ，对临床应用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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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腿烧伤后巨大瘢痕癌一例 

汤培 李金树 黄道强 谢加水 

患者男 ，52岁 ，因左小腿火焰烧伤后瘢痕溃疡不愈 30年 

人院。既往有高血压病史 3年余 ，无糖尿病史。查体 ：左小 

腿下段可见瘢痕溃疡 ，面积约 16 cm×14 cm，表面 凹凸不平 ， 

恶臭 ，部分呈菜花样高出周围皮肤 ，有 黄色分泌 物 ，伴 瘙痒及 

疼痛感 ，痛觉迟钝。左 踝关节屈 曲功能 受限 。全身 多处可见 

陈 旧性瘢痕 ，已软化 。左 腹股 沟 可触及肿 大 的淋 巴结 ，质地 

较硬 。人 院后 即取 瘢痕 处菜花 样肿 物活 检 ，病理报 告为 ：高 

分化鳞状细胞 癌伴表 面糜烂 出血。给予 10 g／L氯 己定和体 

积分 数 3％过氧化 氢交 替冲洗 创面 ，碘 伏纱 布湿 敷 ，2次／d。 

3 d后行左 小腿瘢痕癌扩大切除及腹股沟淋 巴结 清扫术 。于 

距肿 瘤边 缘 4 cm作切 口，切 至深 筋膜及肌层 ，术 中行快速 病 

理切片 ，提示切缘组 织无 癌细胞 浸润 ，给 予大块 自体 中厚 皮 

片移 植。于左腹股沟触 及肿 大的淋 巴结处 切开皮肤 ，以止 血 

钳钝性分 离，清除表浅淋 巴结 。并沿腹 股沟 中点 纵行 向下 切 

开 ，仔细分离 腹股 沟 淋 巴管 ，清 除深部 淋 巴结 ，缝 合 封 闭创 

口，无菌敷料包扎 。术后 冰冻病 理切 片结果 为 ：左 小腿 皮 肤 

瘢痕 癌变 ；高分化鳞状细胞癌 ；癌组织侵袭 皮肤真皮层 ，伴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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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糜烂 、感染 和异物 巨细胞 反应 ；皮肤 基底 和切缘 未 见有癌 

细胞浸润 ；腹 股沟淋巴结未见有癌细胞 转移 。术后 给予抗感 

染 、换药 等处理 ，创面愈合 良好 ，患者痊愈 出院 。 

讨论 烧 伤 瘢 痕癌 发 病率 较 低 ，占皮 肤 癌 的 1．0％ 一 

9．6％ 、皮肤鳞癌的 18．0％ 、基 底细胞 癌的 0．8％ 。国内鲁 开 

化等 ⋯报道烧伤瘢痕癌 占烧 伤后 畸形病例 的 1．7％ ，柴家科 

等 报道为 0．3％。烧伤 瘢痕癌 的病变 部位多 发于肢体 ，特 

别是下肢 。因其癌区长期破溃 、糜烂 ，经久不愈 ，逐渐形成侵 

蚀样溃疡或菜花样病灶，这是其典型的临床病理过程。本例 

患 者 22岁时因汽油火焰烧伤 ，治愈后遗 留瘢痕 ，左小腿瘢痕 

创 面反 复破溃 ，经 久不 愈 ，创 面逐 渐扩 大。对 于烧 伤瘢 痕 癌 

的预防主要 是及时处理 创 面 ，若 有瘢 痕形成 慢性 、复发性 溃 

疡 经久不愈 ，应及早手术治疗封 闭创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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