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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片后，皮肤外观及质地均与正常皮肤有较大差异， 

存在色素沉着或脱失等问题 。 

近年来 陆续有多篇 国内外文献报道应用锁骨上 

皮瓣(以预构皮瓣、双蒂皮瓣、扩张器方式)修复颈 

部瘢痕畸形 ，以及应用锁骨上皮瓣修复面部 、颈部等 

区域 的皮肤缺损 ，皮瓣最大面积达 26 cm×17 cm，均 

取得较好效果 引。锁骨上皮瓣 以颈横动脉颈段皮 

支为血供 ，故又称颈横动脉颈段皮支皮瓣 ，是一种薄 

型有感觉神经的皮瓣，为面颈部皮肤及皮下组织缺 

损修复的较理想供区  ̈。颈横动脉在锁骨上外行 

于胸锁乳突肌和肩胛舌骨肌深面 ，进入颈外三角时 ， 

于前斜角肌表面发出一皮支动脉。皮支动脉起始后 

向浅层行往颈阔肌，在距离起点 1．2 cm处分为 2支 

或 3支 ，随即穿出颈阔肌 ，分别行 向外后上 、外下或 

内上方，皮支分布范围包括颈外三角下半皮肤、锁骨 

中段、锁骨下窝，以及肩锁部、肩外侧皮肤，皮支动脉 

分布范围可达 20 ClTI×18 cm。锁骨上皮瓣通常设计 

为以胸锁乳突肌后缘及锁骨上 1．8 cm处为蒂向外、 

向下延伸的皮瓣。 

目前在整形外科 领域 ，以锁骨上皮瓣修复颈部 

瘢痕已日趋成熟，尤其是扩张后的该皮瓣可用于修 

复大面积瘢痕。但其用于修复深度烧伤创面尚少见 

报道。由于锁骨上区皮肤厚度 、质地 、颜色与颈部接 

近 ，利用锁骨上皮瓣治疗早期颈部深度烧伤创面 ，不 

仅能实现 I期修复，同时可避免因移植 中厚 或刃厚 

皮片形成颈部瘢痕以及后期整形手术。借鉴整形外 

科美学修复的观点  ̈，本研究应用锁骨上岛状皮瓣 

修复患者颈部深度烧伤创面，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 

试。6例患者术后通过较长时间随访，颈部外形及 

功能均较佳 。 

本术式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颈部特大面积创面 

以及伴锁骨上区域烧伤 的患者 ，均无法采取此种术 

式，仍需常规植皮 ，可参照张鹏等  ̈的方法移植全 

厚皮片 ，以期达到相对 较好 的修复效果 。如后期出 

现瘢痕畸形 ，可行整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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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技 快 讯 · 
四肢的美学显微外科重建 

四肢早期修复往往注重创面覆盖和功能重建，甚少考虑其美观问题。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美观的要求越来越 

高。作者对 1996年5月一2010年 12月收治的 86例 四肢移植游离皮瓣 的患者进行 回顾性分析，从颜色、质地、轮廓和瘢 

痕 4个方面进行判断。手术部位包括42只手、19只足、l4个不包括足的下肢、l0个不包括手的上肢。游离皮瓣包括 16个背 

阔肌肌皮瓣、13个股前外侧皮瓣、12个足背动脉皮瓣、8个腹直肌肌皮瓣 、7个股 内侧皮瓣、5个表浅筋膜皮瓣。研究结果显 

示，8例(9．3％)皮瓣完全坏死，5例(5．8％)部分坏死，其余皮瓣成活。24例(27．9％)患者进行后期进一步手术，其中最常见 

的为修薄术 ，有 14例(16．3％)。由于作者在术前充分考虑了后期美观问题 ，术后患者美容分级达 16．2分(总分 20．0分)，再 

次手术比例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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