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2xvdWRWZXJzaW9uLQo?



中华烧伤杂志2007年2月第垫鲞箜 塑 旦 坚!! ! 型 !! ! ： ： !：! 

点，对它的研 究具有 巨大的社会 需求。 目前瘢痕 治 

疗仍以手术 、激素、药物 以及压力疗 法为主，基 因及 

干细胞治疗等方法尚在探 索之 中 。近年来 ，人们 

主要从胚胎期无瘢痕愈合与出生后瘢痕愈合之间的 

对比、基因芯 片筛选修 复或瘢痕基 因以及真皮 “模 

板”学说 等 方面进行 瘢痕 发 生机 制 的研 究⋯ 。 

大部分生长因子基 因、信号转导因子基 因以及癌 基 

因，如 FGF2、FGF受体 (FGFR)1、FGFR2、细胞 外信 

号调节激 酶 (ERK)1、丝裂 原 活化蛋 白激 酶激 酶 

(MAPKK)1、MAPKK2等在胚胎发育早期都有表达 ， 

可能与其细胞 的分化调控有关。出生后这些 因子的 

表达水平较低，但在增生性瘢痕组织中又显著升高 ， 

提示这些基 因的再激活过程可能与增生性瘢痕形成 

有关。通过基因芯片技术对正常皮肤与烧伤创 面组 

织进行扫描 ，可见同体对 照的差异基 因多达 365— 

447条，6例标本 中都有差异的为 82条。分类研究 

表 明，这些差异表达基 因涉及 13类功 能组，包括细 

胞的功能与代谢等。进一步研究结果提示， 平滑 

肌肌动蛋白( -SMA)可能在瘢痕发生中起主导作 

用。本期论文 中提出的真皮“模板缺损”学说认为， 

真皮组织的三维结构对修 复细胞 的功 能趋 向具有 

“模板”样引导作用 ，可以诱导修 复细胞长入并改善 

创面皮肤组织的力学状态，还能调节修复细胞功能、 

促进组织重塑。认为创伤 引起的真皮 组织完整性、 

连续性的破坏导致真皮“模板”作用缺失，是瘢痕形 

成的重要原 因  ̈。此 外，干细胞 、信号转导调控等 

也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 内容，值得人们关注。 

有关病理性增生性瘢痕发生机制及其 防治的研 

究，由于课题重大、涉及因素太多，目前许多发现仅 

是冰山一角，尚难概括其全貌。尽管人们从发育学 

方面找 出了生长 因子、癌 基因和信号转导 因子基因 

变化与无瘢痕或瘢痕愈合 的关系，但 它们之间的相 

互协同与拮抗作用还需要阐明。此外，增生性瘢痕 

的发生是多因素参与的结果，目前基因芯片技术筛 

选出的几百条差异基 因难定主次，使得人们在基 因 

治疗方面无从 下手。真皮“模板缺损”学说 虽有 新 

意，但如何解释人和动物、不同种族人群以及 同一个 

体不同部位发 生增生性瘢痕概率 的差异还值得考 

虑。把瘢痕疙瘩与假性上皮瘤样增生等修复并发症 

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可能会带给大家新的思路。 

3 广泛应用高新技术是提高创面处理质量 的重要 

途径之一 

一 些现代高新生物技术及其产品的应用，加速 

了创面愈合速度 、显著提高了创面修复质量，组织工 

程人工皮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 目前国内外生产的 

组织工程人工皮种类繁 多，主要有三大类型：(1)只 

含细胞 成分，代表 物有 美国 Genzyme Tissue Repair 

公司的 Epicel；(2)只含有细胞外基质，代表 物有美 

国 Integra Life Science公 司的 Integra、美国 Life Cell 

公司的 Alloderm；(3)细胞 与细胞外基质的合成物， 

其代 表 有 美 国 Advanced Tissue Sciences公 司 的 

Demagrafl 和 美 国 Organogenesis公 司 的 Apligraf 

等  ̈。这些产品在创面覆盖和后 期整形方面发挥 

了很好的作用。但缺 乏皮肤附件 (汗腺、皮脂腺 以 

及毛囊等附属器 )是 其共 同的弱点，同时也缺乏色 

素细胞等，只能作为生物敷料 ，还未在真正意义上等 

同于人类皮肤的替代物。 因此，研发 新一代用于创 

(烧)伤 创 面的人工皮 时，应 当致力 于解决这 些难 

题。 目前干细胞 的诱导分化为解决这一关键问题提 

供 了基础。 已经观察到将 骨髓 间质干细胞 (MSC) 

与汗腺 细胞共培 养，MSC可 以获得 汗腺细胞 的表 

型，从而 向汗腺细胞分化。将这种经过诱导的 MSC 

种植于鼠脚掌(此处有汗腺原胚)损伤创面，结果该 

类细胞参与了损伤 汗腺 的修复，提示这 一方法可能 

为将来修复汗腺提供一条新的途径  ̈ 。 

在损伤部位合理地诱导干细胞 向组织修复细胞 

分化 ，或诱导修复细胞 去分化成为干细胞或干细胞 

样细胞以增强受损组织 自身 的修复能力，是另一条 

提高创面修复质量的方法。已经证明，许 多低 等动 

物如蝾螈 、水螅、斑马鱼等能够再 生出一个缺失的肢 

体或组织，主要是通过损伤部位成体细胞 的去分化 

途径。高等动物特别是人类能否通过这一途径实现 

受创组织的完美再生，值得研 究。 当然，在关注去分 

化对提高内源性组织修复质量益处的 同时，也应 当 

考虑可能带来 的不利影响如细胞恶性转化等，以切 

实保障这一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借助于高 

新生物技术对一些传 统治疗方法进行再认识，将有 

助于进一步提高创面修复质量。 

传统观念认为，创面保 留脂肪会导致感染有碍 

于修复。但现在看来，脂肪里含有许 多与加速创面 

愈合 密切相关 的物质(生长 因子、瘦 素)，同时又是 

潜在 的内分泌器官，保 留脂肪 有益于促进创面早期 

愈合和后期整形 。交叉学科领域 的进展 如神 

经 内分泌变化以及激素的影响，对促进创面愈合和 

防止瘢痕形成有重要作用。程飚 等 报道 的有关 

p内啡肽和 型-阿片受体在深 Ⅱ度烫伤大鼠创面 

的时空表达特点，以及韩冰等 报道的烫伤大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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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对不 同来源 MSC的趋化作用 ，对深入 了解神经 内 

分泌参与创面愈合的机制 以及干细胞归巢于损伤部 

位、参与创面修复有较 大帮助，值 得人们进 一步关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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