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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瘢痕是对各种外伤后所造成的正常人肌肤组织的外表形状和组织病理学变化的总称，更是机体在损伤恢

复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产物。瘢痕修复一直是整形外科面临的最具挑战的问题。瘢痕的处理可分两个方

面，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非手术治疗方式较多，手术治疗大多是瘢痕切除缝合术，缝合术又分为传

统的瘢痕切除缝合与近些年流行的减张缝合术，减张缝合技术在近些年的临床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本文通过阐述张力对瘢痕形成的影响机制及减张缝合技术在瘢痕切除中的应用成效，进而拓展出减张缝

合技术对术后瘢痕的影响效果，旨在为瘢痕修复的临床研究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和缝合方法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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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ar is a general term for the appearance and histopathological changes of normal human s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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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caused by various traumas, and it is an inevitable product of the body in the process of in-
jury recovery. Scar repair has always been the most challenging problem facing by plastic surgery. 
Scar treat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aspects: surgical treatment and non-surgical treatment. 
There are many non-surgical treatments. Surgical treatment is mostly scar resection and suture. 
Suture is divided into traditional scar resection and suture and the popular tension reduction in 
recent years. Suture tension suture technology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clinical practice in re-
cent years.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mechanism of tension on scar formation and the applica-
tion effect of tension-reducing suture technique in scar resection, and then expands the effect of 
tension-reducing suture technique on postoperative scar, aiming to provide a reliable theoretical 
basis and new concept of suture method for clinical research of scar re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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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瘢痕是创面愈合后的自然产物和标志，身体所有组织遭受比较剧烈的破坏后都可以产生瘢痕，也就

是说瘢痕是对机体较强烈的组织破坏修复后的必然结果；在创面愈合过程中，适当的瘢痕形成，是机体

修复创面的正常现象，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是人们所期望的，这类瘢痕被称为是生理性瘢痕[1]。但是

如果瘢痕生长达到了一定的界限，就会引起各类并发症，包括身体外形的严重损伤和功能活动障碍等，

给病人造成了极大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折磨，特别是烧伤、烫伤、严重外伤后遗留的瘢痕。因此瘢痕的治

疗也成了人们关注点热点。瘢痕的处理方式包括非手术治疗与手术治疗，非手术治疗主要有加压处理、

药剂治疗方法、注射疗法、激光治疗等方式，而手术治疗则主要为瘢痕切除术后的减张缝合、瘢痕松解

局部改形术、皮片及皮瓣移植修补等方式[2]。创面的恢复，除与在手术过程中有效止血、感染抑制、去

除死腔相关因素之外，张力也是一种十分关键的原因。张力越大越容易导致瘢痕增生[3]。本文我们主要

对手术治疗中减张缝合在瘢痕切除中的应用展开综述，以期为瘢痕切除术后尽可能减少瘢痕复发或瘢痕

再次形成提供理论依据。 

2. 影响瘢痕形成的主要因素 

瘢痕的产生原因非常复杂，分为内部原因和外在原因。内部影响因素还有遗传、免疫学、细胞学以

及分子生物学机理等[4]。外在影响中，目前研究人员一致认为，术后刀口周围张力的大小，是影响刀口

愈合程度和术后瘢痕产生的最主要原因[5] [6]。由于内在因素因人而异，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主要受自

身因素的影响，这里我们不予过多探究，本文我们主要探讨影响瘢痕形成的外在因素——切口张力，因

为切口张力主要与术者的技术水平密切相关，是可控的因素，术者只要掌握一定的缝合技巧，在手术中

把切口张力降到最低，就能有效的预防瘢痕的形成。科学研究已经证实，成纤维细胞是人类组织创伤愈

合过程中一种很关键的细胞，在创伤愈合过程中，成纤维细胞所形成的胶原蛋白可以帮助创伤愈合和抵

抗周围张力作用。但是，过度的切口张力会促使成纤维细胞大规模生长发育、过分合成胶原蛋白、产生

胶原酶等多种生长因子，进而促使瘢痕增生[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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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力对瘢痕形成的影响机制 

增生性瘢痕的形成是创面修复的延续过程，虽然其发生机制迄今还没有完全清楚，但研究已表明从

创面修复到增生性瘢痕形成的主要原因是 TGF-β1 诱导的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的转化[9] [10]。肌

成纤维细胞是瘢痕组织真皮内的主要成分；机械张力是肌成纤维细胞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11]。傅士博

[12]等通过研究机械张力刺激诱导基于三维培养皮肤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的转化，发现在所培养的

成纤维细胞的细胞外基质中，牵拉组(即在机械张力作用下) α-SMA、I、III 型胶原和纤链蛋白 mRNA 的

表达明显高于非牵拉组(空白对照组)，表明机械张力的确可以诱导皮肤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化，

从而导致创伤愈合过程中肌成纤维细胞持续存在，进而引起瘢痕形成。宋海峰[13]等在探讨张力刺激对瘢

痕疙瘩成纤维细胞生物学活性及纤维化标志基因表达的影响中发现张力可能是通过促进纤维化标志基因

的表达，从而增强 KD-Fbs 的增殖和迁移能力，来参与瘢痕疙瘩的纤维化进程。杨恒连[14]等通过观察张

力对小鼠增生性瘢痕形成及羟脯氨酸含量的影响，发现张力组小鼠瘢痕增生明显，其厚度、横截面积明

显大于对照组，张力组各时间点瘢痕组织羟脯氨酸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表明张力导致小鼠瘢痕增生明

显，羟脯氨酸含量明显增高，而肌成纤维细胞产生的羟脯氨酸含量明显高于成纤维细胞[11]，说明张力导

致的小鼠瘢痕增生还是通过形成肌成纤维细胞来实现的。由此可见，张力对瘢痕形成的影响机制主要是

通过促使皮肤内的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化，从而促进瘢痕形成，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将切口边缘

张力减小就可以抑制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的转化，从而减小瘢痕形成的几率，这就为我们的减张

缝合技术可以减少术后瘢痕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4. 减张缝合与传统缝合的区别 

减张缝合是我们在了解了张力对瘢痕形成的影响机制后，针对张力对瘢痕形成的影响机制而设计的

一种通过减轻切口边缘张力来减少瘢痕形成的缝合方式。传统的垂直褥式缝合通过将皮缘尽量对合靠拢，

从而降低了切口的皮缘张力，而实际张力则主要聚集于切口附近，局部易出现色素沉着、变宽甚至增生

等[15]。减张缝合方法较多，目前主流的主要有改良褥式减张缝合[15]、章氏减张缝合法[16]、LBD 减张

缝合法[17]等，虽然方法较多，但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通过在皮下进行游离从而减小切口的张力，

使切口周围处于零张力乃至负张力状态，尽可能的减少切口裂开或瘢痕增生的可能。对组织缺损所造成

的创面，其最后恢复的疗效除了与术中有效止血、精细操作和对术后切口精细的护理之外，无张力的刀

口对愈合过程来说也非常关键[18]。 

5. 减张缝合在瘢痕切除术中的应用 

瘢痕会给人的身心带来巨大的痛苦，瘢痕几乎每个人都有，有轻有重，轻则影响外观，重则还会影

响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健康与美的要求也愈来愈高，而传统缝合方式留下的瘢痕非常明显，

使不少人对手术望而生畏，但近些年来，许多研究者也在积极研究新型的缝合方式来克服这一困难，减

张缝合方式便应运而生并被大量运用于临床实践中，均获得了满意的效果。巩晶晶[15]等人通过选取对

48 例小面积重度烧伤和体表肿瘤等病变患者行减张缝合术对瘢痕及组织缺损的部位加以修补，并得出了

结论，减张缝合术对大张力皮下软组织缺损的缝合疗效可靠，且操作简便，能显著减少术后的切缝瘢痕，

对瘢痕修复使用该术又能使原有的瘢痕明显改善乃至消失，不但适合于所有较大张力切口的缝合，而且

适合于所有小体积瘢痕组织的修复。陈立斌[19]教授等人通过回顾性调研了 46 例病理性瘢痕患者的病例

资料，研究表明减张缝合法在单刀口宽度、每单位可切除体积里的内部缝合时间、以及术后总时间上，

都明显高于传统缝合法，而皮下的减张缝合可以明显提高瘢痕整形手术的效果和对病人的满意度。陈珺、

章一新[16]教授通过对 19 例瘢痕或黑毛痣病人进行切除术后的减张缝合，并仔细观察恢复状况，得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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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减张缝合可以有效减少创缘张力，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减张作用，且术后切缝对瘢痕的增生危险性

较小。边森[20]教授通过对 60 例人体四肢挫裂伤所引起的皮下破裂病例行减张缝合法观察研究，发现减

张缝合术后所留下的瘢痕较小，因此值得临床研究研究与推广。赵作钧、梁伟中[21]等学者通过对 143
例病人，其中包括体表肿瘤切除术者、大面积瘢痕切除术者、皮瓣切除术者、大面积褥疮切除术者，运

用皮内减张缝合法进行了缝合，研究结果表明，伤口愈合良好，无明显瘢痕增生及其他并发症出现。据

肖红[22]教授对 200 例剖腹产孕妇进行的分组研究得出结果，将减张缝合技术应用于妊娠剖腹产中，在不

加重产后大出血和加快痊愈时机的前提条件下，可减轻病人创伤麻木刺痛发痒等感受，从而减少瘢痕增

生，促使创伤迅速痊愈。国外的研究指出因张力引起的局部慢性炎症可产生免疫反应，可导致瘢痕内的

胶原蛋白产生和小纤维增殖，从而诱发增生性瘢痕的产生[23]。Tanaka [24]等人研究指出皮肤用减张缝合

器闭合心脏的术后切缝，有助于缩短心脏术后切缝张力，从而减少切口闭合时间，有效控制了瘢痕增生。

我院王献珍副主任医师，对几十例瘢痕切除患者行减张缝合术，长期随访，结果发现，患者愈后良好，

无明显瘢痕形成，效果远优于传统缝合术，患者满意率极高。由此可见，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瘢痕的

治疗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投入了大量的临床研究，目前一致认为张力是影响瘢痕形成的重要因素，

减张缝合技术可以有效预防瘢痕形成与瘢痕增生。减张缝合技术不仅可用于瘢痕切除患者，对于体表肿

物、大面积褥疮、体表创伤、剖宫产等皆可适用，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减张缝合术能够有效的降低

皮下张力，防止术后瘢痕的产生，大大提高术后效果，从而降低了患者的痛苦，也大大提高了患者的满

意率。 

6. 总结与展望 

从瘢痕形成的机制来看，预防术后瘢痕形成的关键就在于抑制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的转化，

而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的转化与切口张力密切相关，切口边缘张力越大越容易形成瘢痕，因此，

从宏观角度来讲，我们只需要想办法减小切口边缘张力就可以抑制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的转化，

从而有效的抑制瘢痕的形成，这就是减张缝合的意义所在。 
综上所述，减张缝合技术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不仅适用于瘢痕切除、包括体表肿物、色素痣、剖宫

产等一切外科手术切口都适用。这不仅是我们整形外科需要掌握的一门技艺，更应该推广到其他外科，

让手术患者可以一步到位，直接解决术后瘢痕的后顾之忧，避免二次手术修复瘢痕带来的身心创伤。当

然，由于瘢痕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在瘢痕修复过程中不能局限于单一办法，前期的缝

合方法固然关键，但后期仍需要结合药物处理、放射治疗、激光治疗等各种方式综合运用，以期取得良

好的疗效，从而最大限度的降低对病人的身心伤害，从而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总的来讲，我们不应该

把减张缝合技术看的有多么神秘，其实就是一种新的缝合理念，我们应该去接受并大力推广此种方法，

把它作为一种常规的缝合方法来使用，逐渐代替传统的缝合方法，摒弃传统的缝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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