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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肩背部软组织肉瘤扩大切除术后，往往留下较大组织缺

损。部分患者能够通过简单植皮手术修复，但有一部分患者因

为部分骨外露或缺损较大，只能通过皮瓣来修复。2005 年 1 月

至 2010 年 1 月，我们对 8 例肩背部软组织肉瘤术后缺损患者

采用带蒂背阔肌肌皮瓣 I 期移位修复，效果满意。

1 对象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患者男性 5 例，女性 3 例，年龄 25-57 岁，平均 43 岁。

肩部 2 例，背部 6 例。其中，纤维瘤病 2 例，隆突性皮肤纤维肉

瘤 3 例，恶性黑色素瘤 1 例，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1 例，纤维肉

瘤 1 例。肿瘤全部侵及皮肤，无远处肿瘤转移。肿瘤最小约 8cm

×7cm，最大约 17 cm×14 cm。切除范围约 12 cm×10 cm

~20cm×16 cm。切除后，锁骨外露 2 例，肩胛骨外露 5 例，胸椎

棘突外露 1 例。
1.2 手术方式

患者均采用全身麻醉。将患者置于 90°侧卧位便于皮瓣

解剖。按软组织肉瘤切除原则，先行肩背部恶性软组织肿瘤扩

大切除。本组患者 1 例切除部分锁骨，4 例切除部分肩胛骨，其

余皆可见外露骨组织。根据受区创面大小，形状、深浅及部位，

设计背阔肌肌皮瓣。在术区的背部作腋窝中点与髂后上棘的连

线，此即为背阔肌前缘的表面标记。手术于腋窝下沿背阔肌前

缘切开各层组织，暴露背阔肌前缘，在背阔肌下游离，显露胸背

动、静脉和神经。沿血管神经束向下分离，翻起背阔肌肌皮瓣，

注意保护好需要的肌皮穿支。于肌肉深面分离，至需要的长度

和宽度，切开各层组织，游离肌皮瓣远端，形成以含胸背动脉及

其分支、背阔肌为蒂的肌皮瓣。在分离过程中，随时将皮缘和肌

肉暂时缝合固定，避免皮肤和肌肉分离。根据受区创面位置，于

胸前皮下或背部皮下行隧道至受区，将带蒂肌皮瓣通过隧道至

受区创面，和周边缝合固定。注意蒂部松弛，并防止血管束扭

曲、受压。皮瓣下充分引流。取瓣区直接缝合或行植皮术。术后

常规预防感染，伤口换药，注意皮瓣情况，及时处理。

2 结果

全组 8 例患者，转移背阔肌肌皮瓣全部存活，伤口一期愈

合，1 例术后行化疗。随访 6 月至 28 月，患者受区骨外露软组

织缺损修复良好，外形大致正常，局部无疼痛发生。供区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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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用同侧背阔肌肌皮瓣修复右肩部软组织肿瘤扩大切除后缺损修复效果图

Fig. 1 Applying ipsilateral latissimus dorsi myocutaneous flap to repair the defect after the resection of shoulder and back soft tissue sarcoma

适，日常活动无影响。肿瘤无复发转移。图 1 表示一例右肩部软 组织肿瘤患者用痛同侧背阔肌肌皮瓣修复缺损效果，效果良好。

3 讨论

3.1 应用解剖

背阔肌位于背下半部和胸部后外侧，因供区隐蔽，血供丰

富，可切取面积大，因而是整形外科常用的组织瓣之一[1]。该肌

以腱膜起自下 6 个胸椎棘突、全部腰椎棘突、骶正中嵴和髂嵴

后部，止于肱骨结节间沟底。背阔肌肌皮瓣上界位于肩胛下角

上 3 cm，下界位于髂嵴上 5 cm，内侧界位于棘突外 5 cm，外侧

界位于背阔肌外侧缘外 5cm。背阔肌的血供主要来源于胸背动

脉，在肩胛下角水平入肌肉。同名静脉伴行。背阔肌受胸背神经

支配。背阔肌肌皮瓣皮肤血供由肋间后动脉后支和腰动脉背侧

支提供。其感觉由肋间神经后支的外侧支和肋间神经外侧皮支

支配。胸背动脉进入肌肉后，分为内外侧支，胸背神经与之伴

行，与周边肌束一起，可呈现区域性分布。
3.2 肿瘤切除原则

对于软组织肉瘤的分期，我们可以采用以 Enneking 等人[2]

的描述的特殊分期系统为基础的外科分期进行分类。外科分期

包括：肿瘤病理分级 G，解剖定位 T 和有无转移 M。根据 En-

neking 经典分期我们需要对肿瘤进行囊内切除、边缘切除、广

泛切除和根治性切除。恶性软组织肿瘤常常要求行广泛切除或

根治性切除。我们在切除肩背部恶性软组织肿瘤时，以外科分

期为指导，尽可能彻底切尽肿瘤组织。所以本组患者术后缺损

较大，导致部分骨组织切除或骨外露。
3.3 手术注意事项

术前根据肩背部肿瘤的临床体查及相关影像学资料确定

手术方式，设计合适的背阔肌肌皮瓣。必要时可先行彩色多普

勒超声[3]或 CT 检查[4]确定肌皮瓣相关血管位置及走行，方便手

术，提高手术成功机率。可根据神经血管区域性分布特点，只选

取部分肌肉做肌皮瓣，剩余部分维持其基本功能。部分患者术

前肿瘤生长迅速，出现肿瘤坏死、破溃出血及感染。同时有贫

血，低蛋白血症等合并症。术前须加强支持治疗，尽可能使患者

恢复至能够耐受手术状态。围手术期创口换药，并控制感染。必

要时可行细菌培养加药敏实验，便于术后指导应用抗生素。切

除肿瘤时，须严格遵守无瘤手术原则，注意隔离。根据外科分期

合理手术，避免肿瘤残留或种植转移。切取背阔肌肌皮瓣时，细

心操作，动作轻柔。先找到背阔肌前缘，再探查血管神经束。沿

胸背动脉向上分至肩胛下动脉，可获得更长的血管蒂。术中尽

可能保留部分背阔肌及其对应胸背神经内支或外支，维持背阔

肌功能以减少对上肢运动的不良影响[5]。术中注意彻底止血，防

止术后血肿形成。所取肌皮瓣面积要稍大于手术创面。背阔肌

肌皮瓣可按肌肉大小全部切取。皮瓣可大于肌肉 2 cm-3 cm。皮

下隧道不能太窄，血管蒂不能折叠扭曲。缝合皮瓣时从深到浅

逐层固定。皮瓣下引流管引流。严密观察皮瓣皮温、颜色、肿胀

程度、毛细血管充盈等指标，注意保温，必要时可用改善循环药

物。预防感染，适当制动。
3.3 背阔肌肌皮瓣优点

背阔肌由于带有丰富的血管和神经走行，可以形成肌瓣、

皮瓣、肌皮瓣及肌皮骨瓣等复合瓣，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种组织

缺损的修复和功能恢复，是整形外科医师最为关注的供区皮瓣

之一[6]。其优点有：肩胛下动脉和胸背动脉位置恒定，血管蒂较

长，穿支血管丰富，皮瓣面积较大，可取各种复合瓣，适用于范

围广。肌皮瓣血管为轴型血管，血管较粗，变异较小，血供稳定，

抗感染能力强。胸背神经一起移植，可避免肌肉萎缩。肌皮瓣组

织容量可大可小，修复后外型美观，患者满意[7]。供瓣区较隐蔽，

对供区功能影响不大。手术相对简单，不需要吻合血管，适合基

层医院开展，术后恢复快。传统手术方式将胸背神经和血管一

起游离，使供区保留背阔肌丧失功能，致使上臂内收、内旋及后

伸功能受到一定影响。我们尽力保留胸背神经分支，维持部分

功能。但较大面积的移植无法保留胸背神经。且对于单纯覆盖

组织缺损的肌皮瓣，我们也切断胸背神经分支，避免因肩部活

动造成移植肌皮瓣的不自主运动。有报道应用背阔肌穿支皮瓣

修复各种缺损[8,9]，尤其应用于头面部、关节等部位，用以改善受

区形态臃肿，同时保留供区基本功能。但是手术时间延长，风险

加大。本组患者主要修复肩背部缺损，没有应用该皮瓣，可进一

步研究该皮瓣的应用。

本组患者无术后并发症发生，对外观和功能均表示满意。

我们相信应用带蒂背阔肌肌皮瓣是安全和可靠的，它可以作为

肩背部恶性肿瘤术后缺损修复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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