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织周围血供。 术前对照 X线片选择大小适当的环抱器, 环

抱器内径比患骨骨内径小 10% ~ 15% ,以达到持续加压抱紧

效果, 尽量选用天鹅型环抱器, 不仅有环抱加压力, 且有很好

的骨断端纵向相向加压力。 环抱器应在 0 ~ 4  低温冰水
中均匀撑开, 撑开力量及角度不可过大, 每部分变形量不超过

8% ,以免破坏记忆功能,影响固定效果 [ 2]。!环抱器支柱应
尽量置于骨折张力侧,增强抗弯能力。∀ 临床手术及术后对

照证明, 手术操作简单,置入和取出均较方便。#术后骨不连
骨延迟愈合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缩短了骨愈合时间, 提前了

功能锻炼的时间, 骨关节功能恢复较好,该方法治疗难治性骨

不连等, 是可选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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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骶尾部是最容易发生褥疮的部位,而臀部皮瓣是治疗该

部位最常用的皮瓣供区, 由于褥疮局部血循较差, 或缝合后切

口张力较大, 采用常规的局部切除或局部皮瓣转移方法治疗,

失败率较高 [ 1 2]。自 2005年 2月以来, 应用 Ich ioka等 [ 3]介绍

的远侧穿支为血供的 V- Y前移皮瓣方法治疗, 取得满意效

果, 现介绍如下。

1∃ 手术方法
褥疮用美蓝染色 ,标记需切除的范围, 行褥疮清创术, 切

除周边瘢痕, 包括滑囊与骨性突起, 设计 V - Y前移皮瓣, 底

边的宽度与褥疮直径相当, 三角尖部接近大粗隆。先切开 V

形上下缘至深筋膜下平面,在切口内侧 (骶旁区 )从肌肉与筋

膜之间向外侧分离皮瓣,向外侧分离的范围依褥疮创面的大

小而定。将皮瓣向外分离一半是安全的, 保留从肌肉向皮瓣

走行的穿支血管 (图 1- 2)。然后顺三角皮瓣的外侧缘在臀

大肌做弧形切开, 深度达臀大肌深面的筋膜 (即臀大肌与梨

状肌表面 ),臀大肌连同其上皮瓣在此筋膜面向内切 ,一直到

皮瓣内缘无张力地能与褥疮对侧皮缘缝合。皮瓣下留置引

流, 皮瓣供区创面按 V- Y前移皮瓣的方式&期直接缝合。

2∃ 讨论
尽管应用臀部V Y推移皮瓣治疗骶尾部褥疮已是常用

图 1∃ 皮瓣切取示意图,箭头表示分离层面

图 2∃ 皮瓣推移方向示意

的治疗方法 [ 1 2] , 由于血管蒂在外侧, 蒂的牵拉限制了皮瓣向

内侧推移, 因而,向内侧推移的范围有限是其不足之处。本方

法可以克服这一问题, 操作要点是皮瓣内侧半被掀起时要注

意保留好从肌肉发出至皮瓣的穿支血管,然后顺三角皮瓣的

外侧缘弧形切开臀大肌至深部肌肉筋膜之上, 一直到能使皮

瓣充分内移。臀大肌从远侧或外侧全厚切取, 避免损伤穿支

血管或其主干,以获得最大限度的皮瓣内移,用单侧皮瓣修复

褥疮最大直径为 16 cm。本方法能使单侧皮瓣充分内移, 方

法简单、安全可靠,保存了对侧臀大肌功能不受损,特别适用

于骶部较大褥疮的修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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