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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ＶＹ皮瓣是临床常用的皮瓣之一，已广泛应用于头面

部、躯干、四肢等全身各个部位皮肤缺损的修复［１４］。经典的

ＶＹ皮瓣经推进方式转移修复缺损，也有许多改良的报

道［３７］，但由于ＶＹ皮瓣仅能以推进或者推进结合旋转的方

式转移，皮瓣的推进幅度受到一定的限制。我们着眼于ＶＹ
皮瓣转移方式的改良，设计了一种改良的以易位方式转移的

ＶＹ皮瓣，应用于临床并作了初步临床报道［８］。自２００５年２
月至２００６年８月，应用此皮瓣修复面部中等大小皮肤缺损

共１６处，获得了满意效果。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１６例，男７例，女９例，年龄２３～８６
岁。病损共１６处，其中基底细胞癌６例，鳞状细胞癌２例，

瘢痕４例，色素性病变４例。缺损位于鼻唇沟区、耳前区和

颞部分别为８、５和３例。缺损大小由２．８ｃｍ×２．０ｃｍ至

４．８ｃｍ×３．４ｃｍ。

１．２　手术方法　在全麻或者局部浸润麻醉下，根据不同的

病变组织，设计切口距病变边缘的距离：基底细胞癌和鳞状

细胞癌为５～８ｍｍ，色素性病变为１～２ｍｍ；瘢痕则贴近边

缘。在面部表情肌上层将创面基底的多余组织一并切除后，

于邻近区域设计皮瓣。皮瓣设计：这种新的 ＶＹ皮瓣的皮

肤切口设计与经典皮瓣相同，但是皮瓣的皮下组织蒂的位置

和皮瓣的转移方式均有所不同。以鼻唇沟、耳前皱襞为皮瓣

的轴线，于缺损边缘设计ＶＹ皮瓣，其中一条边应顺鼻唇沟

内缘或者耳前皱襞设计［４５］（图１Ａ，１Ｂ，２Ａ，２Ｂ）。皮瓣的皮

下组织蒂设计在缺损与皮瓣交接区域（“ｃ”）的外侧，为单侧

皮下蒂（图１Ｃ，１Ｄ）。按照设计线切开皮肤至皮下（除皮下蒂

处皮肤外），皮瓣远端（“ａ”）于面部表情肌上层分离掀起，至

皮瓣蒂部时于表情肌下层或ＳＭＡＳ筋膜层作钝性分离。于

皮瓣蒂部作切口，切开真皮后，紧贴真皮下在切口外侧区域

作广泛的游离，这样形成一个带表情肌或ＳＭＡＳ筋膜的较厚

实的单侧皮下蒂（图１Ｄ），以确保皮瓣的血供。皮瓣“ａ”部分

转移１８０°，至缺损“ｂ”处，而皮瓣“ｃ”部分作适当的贴近真皮

下的游离，这样可以减少皮瓣“ｃ”部分旋转修复缺损“ｄ”处时

皮下蒂的扭曲，使皮瓣“ｃ”部分可以无张力的转移修复缺损

“ｄ”和部分供区缺损（图１Ｅ，１Ｆ，１Ｇ，２Ｃ）。这种新的 ＶＹ皮

瓣适用于鼻唇沟区、耳前区和颞部的圆形和椭圆形皮肤缺

损，尤其适合长度超过３ｃｍ的椭圆形缺损。

２　结　果

　　本组１６个皮瓣均全部成活，切口一期愈合。这种新的

ＶＹ皮瓣，能够无张力的易位转移修复鼻唇沟区、耳前区和

颞部的圆形和椭圆形皮肤缺损，尤其适合长度超过３ｃｍ的

椭圆形缺损。术后局部没有明显的臃肿，外形平整（图１Ｇ，

２Ｃ）。随访时间１～１２个月，面部形态满意，局部平整，没有

“猫耳朵”形成；皮瓣的供区切口沿着鼻唇沟或耳前皱襞，位

于面部分区的交界线上，没有破坏鼻唇沟和面颊部的形态，

保持了面部分区的完整性；面部各个重要器官，如眉、眼睛、

口角等均无明显扭曲或者移位；面部在功能和外形方面均达

到非常满意的效果（图１Ｈ，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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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易位转移的ＶＹ皮瓣修复颊部皮肤缺损

Ａ：一名面颊部基底细胞癌的女性患者；Ｂ：皮瓣设计；Ｃ：皮瓣提升；Ｄ：缺损区域外侧设计单侧皮下蒂皮瓣；Ｅ：皮瓣易位转移无张力修复缺

损；Ｆ：修整皮瓣，关闭椭圆型缺损区；Ｇ：术后局部无扭曲、臃肿、外形平整；Ｈ：术后１２个月

图２　易位转移的ＶＹ皮瓣修复颞部皮肤缺损

Ａ：一名颞区色素病变的女性患者；Ｂ：皮瓣设计；Ｃ：术后５ｄ皮瓣的成活情况；Ｄ：术后１２个月

３　讨　论

　　面部缺损的修复不仅仅是创面覆盖，还需要同时考虑其

外观和功能，理想的修复方法是能够达到外观和功能的完美

统一，因而以颜色、质地相匹配的临近组织修复为佳，局部皮

瓣为其首选，ＶＹ皮瓣是其中最佳选择之一。经典的ＶＹ皮

瓣是一种推进方式转移的岛状皮瓣，皮下蒂中可包含知名动

脉形成轴型皮瓣，也可以设计成不含有知名血管的随意皮

瓣，这样大大拓展了ＶＹ皮瓣的应用范围，使其成为整形外

科医生修复皮肤软组织缺损最常采用的手术方式之一，目前

广泛应用于全身各个部位的软组织缺损的修复［１１０］。ＶＹ皮

瓣是一种皮下组织蒂岛状皮瓣，一般设计以基底的皮下组织

为蒂，以推进或者结合旋转方式转移修复创面，在临床应用

中其推进幅度受到较大的限制，因此有许多针对皮瓣蒂部改

良的设计以增加皮瓣推进幅度，如皮下组织蒂周围作广泛的

游离［３］；增加皮瓣两臂的长度［４］；设计双侧皮下组织蒂［５］或

者单侧蒂［６］；皮下组织蒂作平行切开延长皮下蒂的长度

等［７］。但是，对皮下组织蒂的过度游离可能直接影响皮瓣的

血液循环，增加皮瓣远端坏死的可能性。我们曾报道过一种

以易位方式转移的改良皮下组织蒂岛状皮瓣，并应用于临床

修复面部软组织缺损，取得了很理想的效果［９１０］。在此基础

上，我们对此皮瓣作进一步的改良，并作了初步的临床应用

报道［８］，即以一侧皮下组织为蒂，将传统的 ＶＹ皮瓣易位转

移，形成一种新的易位转移的 ＶＹ皮瓣，皮瓣做适当修整后

可以无张力的修复创面，而且转移后局部平整，无“猫耳朵”

畸形。

　　在皮瓣设计和临床应用中，我们体会到这种改良的 ＶＹ
皮瓣有如下特点：（１）在皮瓣设计方面，皮瓣的表面皮肤切口

设计与经典ＶＹ皮瓣相同，但是皮瓣的皮下组织蒂的位置和

皮瓣的转移方式均与经典皮瓣有所不同。此皮瓣的皮下组

织蒂设计在缺损与皮瓣交接区域的外侧，为单侧皮下蒂（图

１Ｄ），皮瓣掀起后以易位方式转移，即旋转１８０°，修复创面，此

与一般的ＶＹ推进皮瓣完全不同，是另外一种转移方式；（２）

为了能够确保皮瓣的血供，在掀起皮瓣时，皮下组织蒂内尽

量带有面部表情肌或ＳＭＡＳ筋膜，同时应紧贴真皮下向切口

外侧区域行广泛的真皮下分离，形成一个带表情肌或ＳＭＡＳ
筋膜的较厚实的单侧皮下蒂，既确保了皮瓣的血液循环，又

增大了皮下组织蒂游离度，使皮瓣能够旋转１８０°，并且无张

力的修复缺损；（３）手术中对皮瓣近端也作小范围的皮下游

离，这样可以减少这部分皮肤修复创面的张力，同时最主要

的是可以减少皮瓣易位转移时皮下组织蒂旋转所致的扭曲，

对皮瓣的血供也非常重要，这是此皮瓣转移中另外一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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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４）这种改良的 ＶＹ皮瓣的最佳供区为鼻唇沟、耳前皱

襞，以这些皮肤较松弛的部位作供区，皮瓣切取后继发创面

直接缝合，术后疤痕沿鼻唇沟和耳前皱襞而不显；（５）皮瓣适

用于修复沿鼻唇沟、耳前皱襞轴线的皮肤软组织缺损，是修

复这些部位缺损的一种较理想方法，尤其适合于长轴大于３

ｃｍ的椭圆形创面，而这样的创面以一般的 ＶＹ皮瓣推进是

比较困难的，但这种改良的ＶＹ皮瓣可以轻易达到。

　　总之，这种改良的易位方式转移的 ＶＹ皮瓣是对传统

ＶＹ推进皮瓣的补充，是修复面部皮肤软组织缺损的较好的

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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