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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脱细胞真皮与自体皮复合移植的 
临床应用及远期疗效 

陈炯 柴家科 韩春茂 潘银根 吴秋合 方周溪 

【摘要】 目的 了解异种脱细胞真皮基质与自体皮复合移植修复深度创面的临床效果，并进行 

不同时期 随访及组织学 观察 。 方法 2000年 2月一2o03年 7月 ，采用猪脱 细胞真皮基 质与 自体 刃 

厚皮二步复合移植法修复深度创面 152例。观察移植后 1周的皮片成活率及移植后 1、3、6、12个月 

瘢痕增 生情 况 ；5例患者在移植 72个月后取 该部 位样本进 行组织 学检 查 ，其 中 2例进 行透 射 电镜 观 

察。对本组患者进行不同时期随访并 与 自身其他部 位其他移植方式 比较。 结果 创面植皮完全成 

活者 ll6例占 76．3％ ，95％以上成活者 36例 占 23．7％ ，无一 例补充植 皮。1个月后 随访 到 127例患 

者 ，可见 移植 局部 有轻度挛缩 ，皮 片连接处有条 索状 瘢痕 ，质地 比较柔 软 ，无 明显瘙痒或 起疱 。3个月 

随访到 101例 ，见复合移 植物有轻 度挛缩 ，但 与刃厚皮移植 部位 比较 明显减轻 ，关节功 能 良好 。6个 

月 随访到 82例 ，复合移植皮肤颜 色 、质 地接近 正常 ，瘢痕增 生不 明显。12个 月随访 到 58例 ，移植皮 

肤接近正 常，未见明显排异现象 。72个月 以上 随访 到 16例 ，移植 局部稍 显干燥 ，无 其他异 常。组织 

学观察结果提示 ：移植部位组织结构与正常皮肤基本一致 ，真皮支架中可见不完整的小汗腺及参与汗 

腺组成 的细胞 。 结论 异种脱 细胞真皮基质与 自体 刃厚皮复合移 植 ，可以与人体 局部组织 长期 共 

存 ，无明显排异反应 。不完整小汗腺及汗腺细胞 的出现 ，可能成为皮肤功能重建 中新 的关注点。 

【关键词】 移植 ，异种； 皮肤移植 ； 移植物排斥； 组织学； 汗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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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long·-term follow·-up study of acellular dermal matrix combined with auto·-skin grafting 

CHENJiong．CHAIJia—ke．HAN Cbun—mao．PAN Yin-fen．WU Qiu—he．FANG Zhou-xi Department of 

Burns．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1．WenzhoH Medical College．Ruian 325200 ．P．R． China 

【Abstract】 0bjecf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cellular dermal matrix(ADM)combined 
with auto—skin grafting on deep burn wound ，and the result of long—term  follow—up and histological examina— 

tion．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fifty—two patients with deep bum hospitalized from February 2000 to July 

2003 were repaired with porcine ADM and auto split—thickness graft．W ound healing rate was assessed 1 week 

after operation ．Degree of cicatricial hyperplasia was examined 1，3，6，12 months after operation．W ound 

samples from 5 patients were harvested for histological examination 72 months after operation，for which trans— 

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were employed in 2 cases． Results Grafts completely survived was seen in 

116 patients(accounting for 76．3％ of cases)，survival rate over 95％ were observed in 23．7％ of cases． 
One hundred and twenty—seven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1 month after operation，in whom mild local contrac— 

tion ，cord like scar was seen along its iunction with skin，its texture was soft ．and there was no pruritus or 

blister form ation．One hundred and on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3 months after operation，and the graft 

showed mild contraction less marked when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site where auto split—thickness skin 

grafting was used．Articular function was good． Eighty—two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6 months after opera— 

tion，color and texture of grafts were similar to normal skin with no obvious cicatricial hyperplasia．Fifty—eight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1 2 months after operation ，the texture of grafts was similar to normal skin without 

obvious reject reaction．Sixteen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over 72 months after operation，the grafts appeared 

dry compared with normal skin．Histological examination showed ：tissue structure of grafts was similar to nor— 

mal skin，intact small sweat gland and sweat gland cells were not found in derm al layer． Conclusion Het— 

erologous ADM combined with auto split—thickness graft can survive in human body without obvious immune 

rejection reaction for a long time．No intact small sweat gland or sweat gland cells in dermis is a problem 
worth of study in regeneration of skin function． 

【Key words】 Transplantation，heterologous； Skin transplantation； Graft rejection； His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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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 芹 体 脱 细 胞 真 皮 与 ¨体 W 厚 皮 复 合 移

植 彼 广 泛 用 于 深 度 创 面 修 复 ， 对 减 少 瘢 痕 增 牛 、 改 善

局 部 外 观 与 功 能 产 牛 r 良 好 作 用 ， 但 较 人 面 积 异 种

脱 细 咆 真 皮 基 质 与 f { 体 刃 厚 皮 复 合 移 植 的 远 期 随 访

效 果 鲜 见 报 道 2 0 0 0 午 2 门 2 (】(】3 年 7 月 ， 笔 者 采

川 猪 脱 细 胞 真 皮 罐 质 与 白体 刃 厚 戍 二 步 法 复 合 移 植

治 疗 各 种 创 阿 共 1 5 2 例 ， 并 进 行 了 K 期 随 访 及 组 织

，

半：脱 察

1 资 料 与 方 法

研 究 方 案 由 温 州 医 学 院 附 属 第 ■ 阪 院 烧 伤 科 设

计 ， 经 医 院 学 术 委 员 会 批 准 并 炼 督 实 施 ．、

1 ． 1 患 者 入 选 标 准

患 者 性 圳 不 限 ， 身 有 需 行 植 皮 手 术 的 烧 伤 切 痂

创 m 、 瘢 痕 切 除 创 面 以 及 火 皮 撕 脱 伤 后 的 肉 芽 创 面 ．．

排 除 Ⅵ 度 烧 伤 和 创 面 严 重 感 染 者 ．．

1 ． 2 入 选 患 者 的 一 般 资 料

本 组 患 者 共 1 5 2 例 ， 其 rfl 男 1 0 5 例 、 女 4 7 例 ， 年

龄 1 8 ～ 6 5 岁 f ( 3 5 ± 9 ) 岁 ] 。 深 度 烧 伤 后 切 痂 创 而 、

瘢 痕 切 除 创 而 、 火 皮 撕 脱 伤 后 的 肉 芽 创 而 分 刖 为

1 1 6
、

3 l
、

5 例 ；复 合 移 棺 嘶 积 3 0 0 ～ 1 4 0 0 C [ 11
=

[ 6 5 9 ±

1 6 8 ) C 11 1
2

]

1 ． 3 手 术 方 法

深 度 烧 干’j 刨 嘶 或 瘢 痕 组 织 切 除 到 深 筋 膜 ， 部 分

至 脂 肪 层 ， 肉 芽 创 面 刮 至 新 鲜 }{J l『Il_创 基 。 5 g ／L 碘 伏

冲 洗 后 ，
l g ／1． 庆 大 霉 素 等 渗 盐 水 纱 布 湿 敷 压 迫 局 部

3 ～ 5 ra i n 彻 底 J卜m 。 取 猪 脱 细 胞 真 皮 [ 汀 苏 省 肩 东

市 医 疗 J H 品 研 究 所 ， 旧 药 管 械 ( 试 ) 字 2 0 0 0 第

3 0 2 0 9 0 号 ] ， 州 大 量 等 渗 盐 水 浸 洗 3 遍 ， 使 粗 糙 面 朗

F 紧 贴 创 面 ， 朋 3 — 0 丝 线 间 断 缝 合 ㈨ 定 于 创 缘 ， 保 持

真 皮 的 自然 张 力 。， 将 辐 照 猪 皮 覆 盖 其 L ， 再 用 敷 料

加 压 包 扎 ， 、 术 后 4 ～ 7 d
， 川 电 动 取 皮 机 ( 美 同 Z i m —

m e t 公 司 ) 切 取 大 张 刃 厚 皮 ( 最 宽 为 1 0 ． 5 c m ) ， 将 其

紧 密 贴 附 在 异 种 真 皮 之 上 ， 外 州 凡 十 林 油 纱 和 棉 挚

加 脉 包 扎 。 第 2 次 手 术 后 5 ～ 7 d
， 首 次 更 换 外 层 敷

料 ， 荇 皮 下 有 积 液 或 积 向． ， 应 及 时 剪 扦 引 流 。

1 ． 4 观 察 指 标 及 样 本 取 材

( 1 ) 观 察 猪 脱 细 胞 其 肢 移 值 后 4 ～ 7 d 创 而 外

观 ( 2 ) 观 察 复 合 移 植 后 5 ～ 7 t I II寸白体 戍 肢 片 件 芹

种 脱 细 胞 真 皮 摹 质 }：的 成 活 情 况 、 ( 3 ) 观 察 复 合 移

植 后 1
、

3
、

6
、

1 2 个 月 及 7 2 个 月 以 J：创 而 局 部 皮 肤 颜

色 、 壤 痕 状 况 及 仃 无 排 异 反 应 ．． ( 4 ) 芹 种 复 合 移 植

局 部 与 自身 其 他 部 佗 行 单 纯 r1 体 ∥J 厚 戍 、 rfl 厚 皮 及

异 体 心 复 合 移 植 挛 缩 程 度 的 比 较 。 ． ( 5 ) 纶 征 得 患 者

¨ 意 ， 取 其 术 后 7 2 ～ 7 8 个 月 复 合 移 }亢部 位 全 层 皮 肤

佯 本 进 行 组 织 学 榆 在 。

2 结 果

2 ． 1 创 而 外 观

1 5 2 例 患 籽 rrI ， 切 除 焦 ．4廓或 瘢 痕 至 深 筋 膜 者 l 5

ffJ_『J 、 至 脂 肪 层 桦 1 16 例 ( 冈 1 ) 、 肉 芽 创 ffIi 剐 至 有 新 鲜

f }川 L 创 基 者 2 】 例 ．． 实 施 猪 脱 细 胞 真 歧 移 悄 术 后 4 ～

7 c 1
， 良 皮 均 不 同 程 度 转 红 ( 刚 2 ) ；复 合 移 植 刃 厚 皮

后 5 ～ 7 c l
，

1 16 f!J_lJ 皮 片 完 伞 成 活 ，
3 6 例 皮 片 成 活 9 5 ％

以 上 ． ， 术 后 4 周 内 所 有 皮 片 成 活 ， 创 面 封 闭 、 、

1 个 月 后 随 访 到 1 2 7 例 患 桦 ， 可 见 复 合 干多植 局

部 有 轻 度 挛 缩 ， 皮 片 连 接 处 瘢 痕 早 条 索 状 ， 质 地 比 较

柔 软 ， 无 f归 瞳 瘙 痒 或 起 疱 ．、 3 个 ，卜J 时 随 访 到 1 0 l 例

患 者 ， 移 植 局 部 仍 钉 轻 度 挛 缩 ， Ⅲ 与邻 近 自体 州 厚 皮

移 植 卡日比 明 显 较 轻 ， 略 逊 于 自体 rf I 厚 皮 移 植 ， 与 异 体

歧 复 合 移 植 比 较 无 明 显 差 异 ， 父 节 移 植 处 功 能 良 好

( 图 3 ) 。 6 个 月 时 随 访 到 8 2 例 患 者 ，
1 2 个 月 时 随 访

到 5 8 例 患 者 ， 复 合 移 植 部 位 的 皮 肤 颜 色 、 质 地 基 本

接 近 正 常 ， 无 明 显 瘢 痕 增 乍 ．、
7 2 ～ 7 8 个 月 随 访 到

1 6 例 患 者 ， 复 合 移 植 皮 肤 近 似 正 常 但 表 面 稍 硅 十 燥

( 冈 4 ) ；在 正 常 皮 肤 m 汁 时 ， 移 植 部 位 术 她 叫 显 的 排

} r 迹 象 。 患 者 在 接 受 随 访 的 时 问 段 内 ， 均 术 见 皮 肤

破 溃 等 明 显 排 异 现 象 。

2 ． 2 组 织 学 愉 查

2 ． 2 ． 1 光 学 显 微 镜 观 察 结 果 经 绀 织 切 片 ，
H E

染 色 显 示 ：异 种 复 合 皮 移 植 部 位 表 皮 分 化 正 常 ， 与 真

皮 连 接 处 可 她 钉 突 ， 有 汗 腺 样 结 构 ， 脱 细 胞 真 皮 支 架

一一
图 1 i JJ 痂 J．j 创 面 基 底 达 脂 H方层 图 2 移 植 后 6 d 猪 脱 细 胞 真 皮 耩 质 转 红 图 3 复 合 移 植 后 3 个 J

软 ． 尤 明 硅 瘙 痒 及 起 疱 ， 天 常功 能 良 好 图 4 复 合 移 植 后 7 8 个 』』， 创 而 局 部 较 j_F 常 皮 肤 表 而 稍 显 I
：

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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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复 合 移 卡亢部 化 表 皮 真 皮 连 接 处 分 化 J E 常 ，
”j

-

址 真 皮 支 架 ( a t ) 及 汀 腺 样 结 构 ( h 1 ) ， 术 弛 炎 一H
-

细 胞 漱 润 ^乏片 物 【， 细 胞 l I E × 4 0

图 6 复 合 移 植 部 位 撼 底 膜 结 构 完 整 ， 细 胞 呈 伪 越 样 仲 入 真皮 丘：， 半 桥 粒 结 构 较 成 熟 ， 连 接 致 密 透 射 J U 镜 × 3 0 0 0 () 图 7 舆 皮 J， ：胶

纤 维 排 列 致 密 ， 横 纹 清 晰 【J j 虬 透 射 电 镜 X 3 0 0 0 0

依 然 仔 存 ， 未 见 炎 性 细 胞 及 _异 物 厅 细 胞 ( 陶 5 )

常 皮 肤 结 构 基 本 一 致 ． ．

2 ． 2 ． 2 透 射 电 镜 观 察 结 果 复 合 移 }直术 后 7 7
、

7 8

个 月 各 获 取 愈 合 创 mi 组 织 标 本 1 例 。
可f 皑 皮 肤 琏 底

膜 结 构 完 祭 ， 基 底 细 胞 张 力 微 丝 丰 富 ， 订 少 量 黑 色 素

颗 粒 沉 积 基 底 部 细 胞 呈 伪 足 样 伸 入 真 皮 层 ，

、

卜桥

粒 结 构 丰 寓 且 比 较 成 熟 ， 连 接 致 密 ( 罔 6 ) 、 ． 真 皮 层

胶 原 纤 维 排 列 致 密 ， 横 纹 清 晰 ( 罔 7 ) 。 典 歧 巾 有 不

完 整 小 汗 腺 ， 仪 见 浆 液 性 细 胞 ( 亮 细 胞 ) ， 线 粒 体 及

内 质 网 丰 高 ， 细 胞 表 面 冉 少 量 微 绒 毛 ， 细 胞 问 连 接 紧

密 ， 木 见 肌 r 皮 细 胞 及 黏 液 性 细 胞 ( 哜 细 胞 ) ， 腺 腔

狭 窄 ， 基 底 膜 较 完 整 ， 外 同 有 少 量 平 滑 肌 细 胞 及 纤 维

细 胞 ( I纠 8 ) ．、 外 周 平 滑 肌 细 胞 较 成 熟 ， 密 斑 密 体 清

晰 可 她 ， 细 胞 问 胶 原 纤 维 较 致 密 ；真 皮 内 毛 细 m 管 旁

可 见 肥 大 细 胞 ， 颗 粒 丰 富 。

烧 伤 后 的 深 度 创 ⋯ 、 搬 痕 Ⅵ 除 创 ⋯ 及 戍 肤 撕 脱

f，j 创 向 缺 乏 真 心 组 织 ， 尤 其 足 创 Ⅲ 较 大 时 难 以 川 n

体 - f ，厚 皮 覆 盖 ．． 为 J
’

及 [11f 仃 效 地 封 例 创 而 ， [1 f1订多

采 川 r1 体 薄 皮 、 卜I 体 网 状 皮 移 值 或 h 体 、 芹 休 戍 混 合

移 怕 ( 包 括 大 张 芹 体 皮 JJfl 白仆 微 粒 戍 移 悄 ) ， El l 0
：

缺

乏 足 够 的 典 皮 成 分 ， 创 面 愈 合 后 fff 何 不 M 栉 度 的 增

尘 性 搬 痕 导 敛 功 能 障 碍 ．． 有 研 究 表 『JJJ ， 翅 皮 组 织 缺

损 程 度 足 导 致 瘢 痕 超 常 增 生 的 根 小 昧 闪 ， 奠 皮 绀 纵

的 i 维 结 构 不 仪 可 历 导 修 复 细 胞 K 人 ， 还 r 叮以 改 善

创 而 皮 肤 组 织 的 力 学 状 态 ， 州 仙修 复 细 胞 功 能 ， 傩 进

组 笪! 重 塑
‘

、 脱 细 胞 鱼 戍 的 研 制 ， 为 解 决 I ：述 问 题

提 供 了 n J
‘

能 。 猜 脱 细 胞 真 皮 结 构 近 似 ]
：

人 类 皮

肤
。。

， 且 米 源 广 泛 、 使 川 绛 济 ，

‘
j 蚌 体 脱 细 胞 其 皮 丛

赝 卡日比 ， n『能 具 仃 丝 广 阔 的 也 川 前 景
。 。

、

复 合 戍 移 植 的 成 活 率 父 系 到 创 面 愈 合 后 的 质 颦

图 8 真 皮 内 有 较 多 小 完 撼 的 小 汗 腺 结 构 ， 仅 见 浆 液 性 细 胞 ( 亮 细 胞 ， 。一 ? ) ， 线 粒 体 及 内

质 I州 丰 富 ( I， 1 ) ， 腺 腔 狭 窄 ( c 1 ) + 基 底 膜 较 完 整 ， 外 围 有 少 量 平 滑 肌 细 胞 及 纤 维 细 胞 透

射 I u 镜 X 8 0 0 0 0

与功 能 重 建 ， 其 r 术 力
‘

j I=的 选 择 也

是 影 响 移 植 成 活 率 的 炎 键 之 一

．． 复

合 皮 移 植 通 常 分 为 一 步 法 卞IJ 二 步

法 ， 我 fr J 选 川 r 后 者 ．． 圳 往 题 皮 移

植 后 3 ～ 4 ( I 逐 步 建 、?：10【液 供 给 的

基 石：l：l f}『移 植 h 休 歧 ， 不 仪 能 够 避

免 皮 下 积 10【积 液 ， 还 可 使 Fi 体 皮 及

时 得 到 经 真 』叟输 送 的 营 养
、

， 提 高

复 合 移 植 的 成 活 率
。

。 陔 于 小=力
‘

式

明 显 高 丁 � 步 法 移 悄 成 活 j 钲的 卡H_火

报 道
”

。 复 合 皮 移 植 后 6 个 月 ，

皮 肤 颜 色 逐 渐 接 近 上[ 常 ， 瘢 痕 增 生

不 明 {『l}_
” “ ’

． ． 本 研 究 结 果 与脱 细 胞

异 体 真 皮 + ¨体 州 厚 皮 复 合 移 植 的

临 J术效 果 比 较 尤 f1月{I^ 篪 异 ， 与 柴 家

科 等
’

报 道 柑 同 。
、 分 析 原 ㈨ ， 可 能

是 异 种 真 皮 仡
“

脱 细 胞
”

过 程 去 除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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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免疫原性细胞成分，保 留了真皮组织的三维结构 ， 

为移植后组织重建提供了模板 ，从 而起 到减少瘢痕 

增生 、改善愈合质量的作用。 

有关异种脱细胞真皮基质与 自体刃厚皮复合移 

植的文献报道 ，目前多局限在面积偏1b~,J面及较短 

时间的临床观察 。̈。 ，难以解决较大创 面的移植问 

题。理论上讲，由于猪脱细胞真皮已经去除了免疫 

原性很强的细胞成分 ，保 留了免疫 原性相对较弱的 

以胶原为主要成分 的细胞 外基质，加之猪胶原与人 

胶原有很大程 度的相似性 ，移植后排斥反应并不明 

显。有学者观察到复合移植术后(13±7)周时，仍有 

部分迟发性异种 排异反应创面  ̈。本 组资料在随 

访 中未 见这种 现象 ，与 多数学 者报道 结果 。̈‘H J一 

致 。分析原因 ，可能 与所使用 的真皮脱细胞方法及 

制备工艺不同有关  ̈ 。 

猪脱细胞真皮在人体内最终的转归和局部移植 

免疫排异或耐受，一直是人们关 注的重点 ， J。本 

组患者 6年多来 (78个月)的随访结果显示，猪脱细 

胞真皮与自体刃厚皮复合移植后，无论是移植局部 

表皮厚度 、分化 程度还是表皮与真皮之间的连接以 

及皮肤结构的完整性 ，与正常皮肤基本一致 ；组织标 

本内未见炎性细胞浸润及异物巨细胞 ；78个月时仍 

可见脱细胞真皮支架与人体 组织共存 ，没有明显的 

远期局部排异现象。 

皮肤附属器的重建是评价复合皮移植质量的一 

项重要指标，对提高患者手术后生活质量意义深远。 

例如汗腺，不但具有参与皮肤多种物质代谢及维持 

平衡的作用，还通过皮肤血管网共同参与体温和呼 

吸调节。虽然在正常情况下皮肤呼吸仅占气体代谢 

量的 1％，但在高温或体力劳动下其代谢量为肺代 

谢量的 l5％ ～20％⋯ 。 

笔者在 2例患者复合移植 78个 月的标本中 ，通 

过光学显微镜看到了真皮内不完整的小汗腺及参与 

汗腺组成的部分细胞；在 8万倍的透射电镜下可看 

到小汗腺腺腔狭窄 ，基底膜较完整 ，外围有少量平滑 

肌细胞及纤维细胞 ，小汗腺 内仅见浆液性细胞 (亮细 

胞)，细胞表面有 少量微绒毛 ，但未见对发挥汗腺完 

整功能至关重要 的肌上皮细胞及黏液性细胞 (暗细 

胞)̈ 引。因此推论 ，如果 汗腺是移植 自体 皮或 切痂 

后创面残 留所致 ，通 常应该有完整结构而不是表现 

为肌上皮细胞与黏液性细胞缺失。这种现象用移植 

的自体薄皮或者创面组织带有少量干细胞并 由此分 

化形成来解释 ，可能更有说服力。因为干细胞在分 

化过程中受时间、诱导因素等影响，可能会出现分化 

成熟 、不成熟或缺失现象。无论怎样，目前还难以为 

看到小汗腺这一事实提供直接有力的来源依据，但 

这种现象将成为学者们对复合皮移植远期效果研究 

的新关注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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