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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导途径激活巨噬细胞 ，其中 G蛋白途径中的 Gi和 

Gs很可能都发挥 了重要作用。本实验结果表明，补 

体活化片段 通过 Gi发挥作用 ，补 体活化 片段与 Gs 

的关系至今鲜见报道。由于信号转导途径和 G蛋 白 

调节的复杂性 ，目前要完全弄清楚补体 的信号转导 

途径还有困难 ，补体活化 PMd)的信号传递亦有待更 

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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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皮制作实用方法介绍 

戴海华 海恒林 华云飞 边琳芬 吴胜刚 李强 张志扬 李克荣 

改装 刀具 ：去除 多用轧 皮机 刀具 (SZS-79-4C型 ，上海 手 

术器械厂)的刀间隔层 ，将刀 片并拢 间隔缩 短为 1 mI'll，制 成 

轧制微粒皮的刀具。操 作方 法如同加丁邮票状 皮肤 ，制备的 

微粒皮规格为 1 mm×1 mm。利用新 鲜猪 皮制备微 粒皮 时 ， 

注意大张猪皮的厚 度应 控制 在 1 mm 0 

移植方法 ：处理 烧伤创 面至 待植 皮状 态 ，充 分止 血 。参 

照文献 [1]轻提绸布 ，将 漂浮在 等渗盐水 中的微 粒皮转 移至 

用以覆盖创面的新 鲜猪皮真皮面上 ，冉将 带微粒皮 的猪皮真 

皮面贴敷于创面。间断缝合同定，用厚 层无菌敷料适 当加压 

包扎 ，避免过早拆开敷料错动 尚未 黏附牢圊 的猪 皮。通常术 

后 5 d首次检 视创 面，若无明显的局部或全身感染 ，亦可延至 

7 d后 。猪皮下如有积血 积液 ，可作 局部切 开引 流并继续 包 

扎。术后 10 d左 有，微粒皮 已开始扩展 为可辨认 的皮 片，其 

上覆盖的猪 皮表 现 为局部 干结 。术后 3周 ，微粒 皮 继续 扩 

展 、增 厚并融合成 片 ，覆盖 自体皮的猪皮逐渐 脱落 ，其下仅为 

创面的猪皮 可持续成活 4～6周 。 

l临床应用及结果 ：笔者 对 38例大 面积深 度烧 伤患 者的 

作者单位 ：313000 湖州 ，解放军第 九十八 医院烧伤整形科 

· 技 术 与 方 法 · 

创面按照上述方法进 行微 粒皮移 植手 术 ，供 、植皮 面积 比平 

均为 1．O：(9．0±2．7)，微粒 皮移植 术区 占患者 总体 表面 积 

的(45±18)％ ，占烧伤 总 面积 的 74％。微 粒皮 成 活面积 占 

总植皮面积的 (90±5)％ ，约 95％ 创面封 闭时 的平 均手术 次 

数为 6．5次[伤后 (42±5)d]。脓 毒症 和内脏并 发症发生 率 

为 28．5％ ，患者 生存 率为 94．7％ 。 

讨论 将原有轧皮机刀具简单改 装后制备 微粒皮 ，可明 

显降低劳动 强度 、提 高 T作 效率 ，微 粒 皮均 匀 、漂 浮 同 向性 

好 ，方便按植 皮面积调整供皮量。 

以新鲜猪 皮作微粒皮的覆 盖物 ，具有取材方 便 、费用 低 、 

制作容易 、随时可用等优点 。但应 注意新鲜猪皮必 须先消 

毒后加 T，以增强与 自体微粒皮和创面之间的黏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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