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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种去细胞真皮基质在体内转归的初步研究 

刘强 冯瑞 孟爱华 贺立新 杨红明 柴家科 

【摘要】 目的 初步研究异种(猪)去细胞真皮基质在体内的转归。方法 经曲通(Triton)x一100、胰蛋 

白酶处理得到异种(猪)去细胞真皮基质后，将其包埋于SD大鼠皮下，于术后 1、2、4、6、8、12、16、20和 3O周观 

察异种(猪)去细胞真皮基质的大体形态及组织学变化。结果 制备的异种(猪)去细胞真皮基质去细胞成分， 

胶原纤维排列有序 ，基底膜结构完整 大体观察异种(猪)去细胞真皮基质原始形态随时间延长而逐渐模糊． 

组织学观察异种(猪)去细胞真皮基质 1周以炎性细胞浸润为主，以后成纤维细胞、毛细血管逐渐增多，真皮胶 

原排列逐渐规则、致密。结论 异种(猪)去细胞真皮基质可在体内作为支架长期存在，并可诱导 自身成纤维 

细胞及毛细血管有序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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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outcome of xenogeneic(porcine acellular dermal matrix in vivo l lU Qiang 。 

FENG Rui，MENG Ai—hua，HE Li—xin YANG llong ruing，CHA1 lia—ke Department of Burns 

and Plastic"Surgery，Youanmen Hospital，Beijing ，0005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outcome of xenogeneie(porcine)acellular dermal matrix in 

vivo．Methods Xenogeneic(porcine)acellular dermal matrix was prepared by removing cellular components 

with trypsin and triton X一100 and was embedded under the skin of SD rat．Gross and histological changes 

were observed periodically．Results There was no cellular components but with intact basa1 membrane。and 

collagen was found tO have a regular arrangement in xenogeneic(porcine)acellular dermal matrix．Grossly， 

the xenogeneic (porcine) aeellular dermal matrix was found tO disintegrate gradually． Histological 

examination revealed that xenogeneic (porcine) acellular derma1 matrix was mainly infiltrated by 

inflammatory cells in one week after implantation．After one week，fibroblasts and capillary vesse1 increased 

in number gradually，and collagen began tO arrange densely in regular manner．Conclusion Xenogeneic 

(porcine)aeellular dermal matrix disintegrates gradually after transplantation，inducing growth of fibroblasts 

and capill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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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体去细胞真皮(alloderm)是一种永久性真皮 

替代物，自问世以来广泛用于烧伤整形专业。由于其 

价格昂贵且异体皮来源有限，目前异种去细胞真皮 

基质已成为研究热点“ ，但是其在体内的转归鲜有 

报道 本实验中将异种(猪)去细胞真皮基质埋于SD 

大鼠皮下，定期观察其大体及组织学变化，初步研究 

其在体内的转归。 

1 材料与方法 

1．1 异种(猪)去细胞真皮基质的制备：取 5O kg左 

右无皮肤疾病的健康白色家猪，活杀，剃毛洗净皮 

肤，剥下大张全厚皮，用鼓式取皮刀反削为厚 0．3～ 

0．4 mm的断层皮片，用质量分数为 0．25％的胰蛋 

白酶消化 30 min，然后用体积分数为 0．5 的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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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ton)X—IOO浸泡，持续震荡 24 h以进一步去除 

细胞成分，体积分数为 0．5 9，6的戊二醛浸泡 10 min， 

洗必泰溶液浸泡消毒 30 min后，用磷酸盐缓冲液 

(PBS)洗净，皮肤拉网机拉网，含庆大霉素的 PBS 

充分浸泡洗涤，4 C保存。 

1．2 微生物学监测：异种(猪)去细胞真皮基质制备 

结束后，留取标本置 37 C营养肉汤中培养 24 h，取 

肉汤样本于血琼脂平板上画线，37 C培养 24 h，观 

察有无细菌污染，有细菌污染则弃之，无细菌污染则 

继续培养 24 h，同时取储存液作微生物学监测。 

1．3 动物模型：健康 SD大鼠 54只，雌雄不限，体 

重(205±15)g。用体积分数为 3 的戊巴比妥钠 

5O mg／kg腹腔麻醉，背部剃毛，碘酒、乙醇消毒后切 

开皮肤、皮下组织至深筋膜，向两侧分离皮下组织， 

植入约 3 cm×3 cm的异种(猪)去细胞真皮基质，用 

3—0缝合线将其固定于肌层，缝合皮肤。无菌敷料 

覆盖包扎，定期换药。术后实验鼠单笼饲养。术后 

1、2、4、6、8、12、16、2O和 3O周任选 6只大鼠切开皮 

肤观察，并取组织行组织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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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异种(猪)去细胞真皮基质的物理特性以及组 

织学特点：制备好的去细胞真皮基质呈瓷白色，表皮 

面有光泽，柔软，有弹性，易于塑 ，便于手术操作。 

苏木素一伊红(HE)染色证实无表皮，真皮内无任何 

细胞成分、皮肤附件及血管，胶原纤维排列规则。免 

疫组化兔抗人抗层粘连蛋 白抗体 (I．aminin抗体， 

Sigma公司)染色证寅有完整的基底膜结构。 

2．2 微生物学监测：所有异种(猪)去细胞真皮标本 

及储存液微生物学监测均为阴性。 

2．3 大体观察 ：术后 1周 ，植入的异种 (猪)去细胞 

真皮基质与创面黏附紧密，不易揭离(彩色插页图 

1A)。术后 4周，异种(猪)去细胞真皮基质与创面黏 

附牢固，逐渐转红。术后 8周，新生组织填允于异种 

(猪)去细胞真皮基质的网孑L问及其周围，轮廓清楚 

(彩色插页图 llj)。术后 12周，仍可见植入的异种 

(猪)去细胞真皮基质轮廓模糊，与周围组织无明显 

界限。术后 2O周，仍可见异种(猪)玄细胞真皮基质 

的轮廓(彩色捕页图 1C)。术后 3O岗，异种(猪)去细 

胞真皮基质轮廓模糊，町见整片鲜红色的新生组织 

(彩色插贞图 1D)。 

2．4 组织学观察：术后 1周，异种(猪)去细胞真皮 

基质被大量的炎性细胞浸润，以单核细胞和中性粒 

细胞为主，成纤维细胞较少(彩色插页 2A)。术后 

2周，炎性细胞浸润逐渐减少，成纤维细胞逐渐增 

多，并可见新生的毛细血管。术后 Ⅱ周，成纤维细胞 

及新生毛细血管明显增多，胶原纤维排列尚不规则， 

仍可见少量炎性细胞(彩色插页图 2B)。术后 8周， 

仍可见较多的成纤维细胞及新生毛细血管，毛细血 

管垂商于创面生长(彩色插页图2C)。术后 1 2周，成 

纤维细胞及毛细血管逐渐减少，基 本无炎性细胞浸 

润，胶原纤维排列规则、致密。术后 16周，胶原纤维 

排列更加规则、致密(彩色插页图 2D)。术后 2O及 

3O周与术后 16周相比，均无明显变化。 

3 讨 论 

真皮成分在创面愈合过程及愈合后的瘢痕调控 

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异体／异种去细胞真皮基 

质经过物理方法及化学方法处理，去除了皮肤内可 

引起免疫反应的细胞成分，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真皮 

替代物。有关去细胞真皮基质在体内的转归鲜有报 

道。姜笃银等“ 将健康小猪中厚皮经胰蛋白酶和 

TritonX一1OO等去细胞处理后，制作成交联和未交 

联型的异种(猪)去细胞真皮基质，通过动物和临床 

实验发现，交联型异种去细胞真皮基质能减缓早期 

免疫反应，提高复合皮的移植效果，但仍避免不了迟 

发性异种排斥反应。本实验中经 3O周连续大体与组 

织学观察发现，术后早期异种(猪)去细胞真皮基质 

被炎性细胞浸润，以单核细胞为主，后期炎症反应逐 

渐减轻，未发现明显的局部免疫排斥反应。 

有报道植入体内的去细胞真皮基质会被宿主细 

胞逐渐吸收 。本实验 中经 3O周连续大体观察 发 

现，最初植入体内的去细胞真皮摹质轮廓清晰，与创 

面基底黏附牢固，随时间推移，轮廓逐渐模糊，3O周 

时已被宿主新生组织包裹，其网孑L间隙填充了新生 

组织，但仍可见去细胞真皮基质的模糊轮廓。由此可 

见，去细胞真皮基质在体内可被吸收一部分，但能否 

全部被吸收还有待于更长时问的追踪实验。 

另外，去细胞真皮基质还有调节诱导宿主细胞 

长入的作用。Epl／~ley等 “ 将单层去细胞真皮基质移 

植到幼兔耳部，发现术后去细胞真皮基质再血管化 

迅速，14 d后基本完全血管化。Wainwrighẗ 报告 

将异体去细胞真皮和 自体皮用于全厚皮肤烧伤，镜 

下证实宿主细胞长入异体去细胞真皮并使其再血管 

化，可建立牢固的表皮一真皮连接。本结果与之相似。 

说明异种(猪)去细胞真皮基质可诱导宿主成纤维细 

胞及毛细血管有序长人，并可改造新生的真皮基质， 

使胶原纤维排列更加规则。当然，有关新生胶原的亚 

型及其比例是否接近正常皮肤，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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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 术后不同时间异种 c猪 l去坌田胞真皮基质的大体观察 

Figum1 Appearance of xenogene Jcfpo rcine】acellular dermalmltrlx at diffe renttime afterg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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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 术后不同时间异种 (猪 )去蛔肋直虚基质的组鼓学观寮 (HE．x2001 

Figure 2 Pathological appearance of xenogeneic(porcine)aoellulardermalm Jtdx at diffe rentlime at Ee r graftfHE x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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