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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应用皮肤牵张器修复软组织恶性肿瘤切除术中皮肤缺损的临床效果。方法：分析２０１８年８月
至２０１９年８月本科室收治的１２例软组织恶性肿瘤患者外科术中应用皮肤牵张器修复皮肤缺损的临床资料，评价其
疗效。结果：１２例患者创面均术中完全闭合，术后持续牵拉１０～１４ｄ，平均（１２．０±１．７）ｄ，均甲级愈合；术后仅２例
有早期并发症，１例为牵张器拉钩位置改变引起明显疼痛，１例为局部张力性水泡形成，无皮缘坏死等并发症，效果
良好；１２例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６～１６个月，平均（１０．２±２．６）个月；随访观察术后皮肤感觉及邻近关节功能正
常，效果良好。结论：皮肤牵张器固定为闭合软组织恶性肿瘤切除术中皮肤缺损创面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有效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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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例［Ｊ］．肿瘤预防与治疗，２０２１，３４（４）３７３－３７７．］

　　手术切除是治疗软组织恶性肿瘤行之有效的方
法，目标为肿瘤 Ｒ０切除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肢
体功能［１２］。软组织恶性肿瘤常伴有明显的皮肤侵

犯及破溃，手术皮肤切除范围较大，难以直接缝合。

对于这样的创面，既往多通过行游离皮片或皮瓣移

植闭合创面［３］。皮肤牵张器外固定是应用皮肤牵

张技术进行皮肤创面修复的方法，主要用于创伤后

皮肤缺损的修复，应用于软组织恶性肿瘤术中的皮

肤缺损少见报道。本科室近年来将皮肤牵张器应用

于１２例软组织恶性肿瘤切除术中创面缺损的修复，
现总结汇报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８年 ８月 至２０１９年 ８月本科室应用皮肤

牵张器修复软组织恶性肿瘤切除术中皮肤缺损患者

１２例，其中男性８例，女性４例；年龄 ２５～７１岁，平
均 （４６．２±１２．６）岁；大腿创面４例（左大腿前外侧
３例，右大腿前内侧１例），位于膝关节上方约５～１０
ｃｍ；小腿创面２例（左小腿前外侧１例，左小腿后侧

１例，），位于踝关节上方约１０～１５ｃｍ；上臂创面４
例（右上臂前侧３例，右上臂外侧近肘关节１例），
位于肘关节上方约３～１０ｃｍ；背部创面２例。隆突
性皮肤纤维肉瘤３例，鳞状细胞癌２例，复发性滑膜
肉瘤２例，黏液纤维肉瘤３例，透明细胞肉瘤１例，
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１例。皮肤缺损范围５．０ｃｍ
×４．５ｃｍ～２１．０ｃｍ×１０．０ｃｍ。
１．２　主要材料

皮肤牵张器，包括拉钩，滑动块，螺纹杆（图 １）。

图１　皮肤牵张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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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术中操作方法
先行肿瘤扩大切除术，术中冰冻切缘阴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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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保持周围皮肤完整性，适度修整缝合创口远近端

皮肤以减小创面，创口两侧平行使用克氏针交替穿

入及穿出全层皮肤，克氏针穿刺点距皮缘为１．０～
１．５ｃｍ，穿刺点间距离约为２ｃｍ，单组牵张器安装
于张力最大处，将一组（４～６支）拉钩于对称位置
穿过皮肤后固定于克氏针，拉钩稳定连接于滑块上，

将螺纹杆穿过双向牵引滑动块并连接，逐渐旋转螺

纹杆加压使创缘接近，加压完成后固定皮肤牵张器，

２－０无损伤线全层缝合皮肤，油纱外敷，牵张器周
围纱布垫保护并绷带包扎以防移位及脱落［４］。封

闭创面时可用单组牵张器作直接牵张，如伤口较长，

必要时可选择多副牵张器，牵引针多选取直径２．０
ｍｍ克氏针，皮肤观察条件以不出现苍白、青紫为基
本标准。如发现皮肤缺血苍白，必须适当放松皮肤

牵张器，间隔１０ｍｉｎ后可再次试行加压，如张力仍
较大可于创口两侧行多个与切口平行的０．５ｃｍ减
张小切口，本组病例除背部创面两例未进行减张，其

余十例均进行不同程度减张。

１．４　术后观察指标及随访
术后牵张器持续牵拉，观察创面循环，同时注意

观察肢体末梢血运、感觉、皮温及皮肤颜色变化，防

止牵张力过大造成皮肤坏死及创口远端肢体循环障

碍等情况并随时调整，每次调整以旋转螺纹杆不超

过３６０度为标准，并观察愈合时间。所有患者术后
均实施随访，观察术后皮肤感觉及邻近关节功能。

２　结　果

１２例患者的创面均术中完全闭合，术后持续牵
拉１０～１４ｄ，平均（１２．０±１．７）ｄ，均甲级愈合。术
后仅２例有早期并发症，１例为牵张器拉钩位置改
变引起疼痛，调整后缓解，１例为上臂切口牵张器外
侧远端局部张力性水泡形成，给予患肢持续抬高消

肿等治疗后缓解，无皮缘坏死等并发症。１２例患者
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６～１６个月，平均（１０．２±
２．６）个月。所有患者手术切口愈合良好，随访观察
皮肤感觉均无异常，创面邻近关节屈伸功能正常，具

体病例如下。

病例１：患者，女，４９岁，１年前外院行左大腿肿
物切除术，术后病理示符合黏液纤维肉瘤。行异环

磷酰胺＋多柔比星６周期化疗。３个月前我院就诊
考虑左大腿原手术部位肿瘤复发，行扩大切除术后

左大腿皮肤缺损面积约２１ｃｍ×１０ｃｍ，予以皮肤牵
张器固定，术后１４ｄ拆除牵张器，术后２１ｄ拆线，随
访８个月，患者愈合良好，皮肤感觉正常，膝关节屈
伸活动正常（图２）。

图２　病例１术中及随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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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例２：患者，男，２６岁，４年前外院行左背部肿
物切除术，１年前肿物复发并逐渐增大至约鸡蛋大

小伴肿物破溃出血，入院后诊断为左背部隆突性皮

肤纤维肉瘤，行扩大切除术后背部皮肤缺损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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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ｃｍ×６ｃｍ，予以皮肤牵张器固定，术后１２ｄ拆除
牵张器，术后２１ｄ拆线，随访１２个月，患者愈合良

好，皮肤感觉正常，左肩关节活动正常（图３）。

图３　病例２治疗前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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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例３：患者，男，７１岁，２年前外院行右上臂肿
物切除术，术后病理提示肉瘤。术后两月复发，于１
年前行右上臂肉瘤扩大切除术，术后病理提示黏液

纤维肉瘤。术后一月局部肿瘤再次复发，入院诊断

为右上臂黏液纤维肉瘤术后复发，行扩大切除 ＋术

中放疗，术后皮肤缺损面积约１５ｃｍ×８ｃｍ，予以皮
肤牵张器固定，术后１４ｄ拆除牵张器，术后２１ｄ拆
线，随访６个月，患者愈合良好，皮肤感觉正常，右肘
关节活动正常（图４）。

图４　病例３术中及随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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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外科手术是软组织恶性肿瘤主要的治疗方式，

将肿瘤连同周围一定范围的正常组织一并切除，以

期达到广泛切除的外科边界［５７］。软组织恶性肿瘤

常同时伴有皮肤侵犯，尤其是隆突性皮肤纤维肉瘤

及鳞状细胞癌等皮肤侵犯程度均较重，术中常需要

进行大块皮肤的切除。肿瘤复发再次切除由于要同

时扩大切除前次手术切口及病灶，则皮肤缺损更为

常见。如何修复创口是术中经常会遇到的难题，既

往治疗手段多采用游离皮片移植或皮瓣治疗［８９］。

游离皮片是修复非负重区皮肤缺损的一种常用临床

治疗方式［１０］，操作相对简单，但外观满意度稍差，皮

肤不耐摩擦，易出现破溃等［１１１２］。皮瓣技术也广泛

用于皮肤缺损修复［１３１４］，但也存在出现皮瓣部分坏

死、挛缩导致关节功能受限等各种并发症的可

能［１５１７］。肿瘤组织缺损修复方式一般应遵循由简

到繁的原则［１８］，如果能在很好地控制局部切口张力

的前提下直接缝合创面，则是比较理想的方法。

皮肤牵张技术是运用皮肤应力弛张原理及皮肤

机械蠕变原理进行创面治疗的方法［１９２１］。皮肤牵

张器操作简便，手术风险小、对组织及肢体功能影响

较小，作为一种治疗创伤后皮肤软组织修复的方法，

获得整形外科及创伤外科医师的青睐［２２２５］。皮肤

牵张器既往较多作为一种治疗创伤后软组织修复的

方法，其应用于修复软组织恶性肿瘤切除皮肤缺损

少见报道［２６２９］。本科室近年来收治的软组织恶性

肿瘤患者中，部分病例伴有明显的皮肤侵犯及破溃，

术中扩大切除后出现较大的皮肤缺损，根据既往应

用皮肤牵张器治疗创伤后软组织缺损的经验，我们

尝试将其应用于软组织恶性肿瘤扩大切除术中创面

缺损的修复，并对１２例患者进行随访观察。术后仅
有２例早期并发症，１例为牵张器拉钩位置改变引
起明显疼痛，经调整后疼痛感消失；１例为上臂术区
局部张力性水泡形成，经过消肿，患肢抬高，暂时性

固定肘关节一周，适度放松螺纹杆后逐渐消失，未发

生皮缘坏死等并发症。创缘周围皮肤感觉及术后邻

近关节功能均基本正常，取得了比较满意的临床疗

效。为取得较好效果我们建议具体操作过程中须注

意以下方面：１）创缘皮肤适度游离，克氏针距皮缘
至少１．０ｃｍ，必须穿入真皮内但深度不能进入深筋
膜层，避免出现皮缘坏死及皮肤切割；２）克氏针两
端一定行胶套保护，并适度折弯，避免局部压迫导致

皮肤坏死；３）争取术中完全闭合创口，张力较大可

于创口内外侧行多处０．５ｃｍ减张切口；４）术中严密
观察微循环情况，术后６ｈ及术后２４ｈ必须创面换
药，观察局部情况的指标包括但不限于皮温、皮色、

毛细血管反应、局部组织及肢体远端肿胀程度等；

５）四肢软组织恶性肿瘤术后必须采取患肢抬高、气
压治疗等方式以减轻肿胀，改善循环，适度固定临近

关节以减轻局部创面刺激；６）皮肤牵张器滑动块与
螺纹杆之间一定要用纱布块填充，避免包扎后拉钩

位置改变导致疼痛；７）局部有急性期炎症、活动性
感染、肿胀明显及组织较脆者不建议使用；８）明确
的血管闭塞性疾病或局部接受过体外常规放疗患者

不建议使用。但在临床应用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

题：１）针对于具体部位，使用皮肤牵张器能解决最
大的皮肤缺损是多少，术前无法准确预测；２）不适
合皮肤延展性较差的部位，比如足底，手掌等；３）牵
张力无法准确定量，较大程度需要靠临床医师经验

把握。

综上所述，皮肤牵张器固定具有以下特点：１）
操作相对简单，便于推广；２）可以一期缝合，减少植
皮及皮瓣移植术对供区造成的二次损害及相关并发

症［１３］；３）装置轻巧，不影响病人术后日常生活及功
能锻炼，术后对组织功能康复影响小；４）调整及拆
卸方便。因此，皮肤牵张器固定对于闭合软组织恶

性肿瘤切除造成的皮肤缺损创面，提供了一种可供

选择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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