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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穿支皮瓣的应用解剖与临床(精)》编著者唐茂林等。本书试图从穿支的血管
形态学基础入手，在详尽介绍穿支的研究方法．穿支的来源、定位及其分布规律与皮瓣
设计方法的同时，结合临床病例，具体介绍了一些常用的穿支皮瓣手术设计与应用原则
。全书分2篇9章，每章以简明扼要的“导读”开篇。前5章以基础知识为主，在介绍全身
穿支分布规律的同时，更强调局部穿支的来源与定位方法；既包括传统的静态解剖学研
究方法，更注重介绍新的动态解剖学及动物模型的制备方法。后4章以临床应用为主，按
头颈、躯干、上肢、下肢4部分叙述．每章的**节为该区域的穿支解剖学概论，其后是该
部位常用穿支皮瓣的临床实例及其应用原则等。全书力争做到图文并茂，直观易懂。

内容简介

穿支皮瓣隶属于传统的轴型皮瓣，是传统轴型皮瓣在小型化、精细化、薄型化和微创化
方面的新发展。本书试图从穿支的血管形态学基础入手，在详尽介绍穿支的研究方法，
穿支的来源、定位及其分布规律与皮瓣设计方法的同时，结合临床病例，具体介绍了一
些常用的穿支皮瓣手术设计与应用原则。书中参考文献均应用文献管理软件EndNote统
一编排，既保证了准确性与格式规范，又便于读者快速查询，溯本求源。
本书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医务工作者，包括显微外科、烧伤整形美容外科、创伤外科、骨
科及颌面外科的临床医师，放射与超声影像医师，应用解剖学、影像解剖学及数字解剖
学教师，各相关领域的研究生及临床医学、医学影像学本科生等。

作者简介

唐茂林、徐永清、张世民、章伟文、杨大平、唐举玉、穆广态、梅劲

目 录



第一篇 总论
第一章 皮肤组织学概述
第一节 正常皮肤组织学
第二节 皮肤的血管和神经
第二章 皮肤血管形态学研究方法
第一节 皮血管研究简史
第二节 皮血管的巨微解剖
第三节 皮血管的数字化解剖
第四节 一次性全身动脉造影技术
第五节 常用三维可视化技术简介
第六节 血管内皮细胞免疫荧光标记
第七节 穿支血管吻合的活体皮窗直视术
第三章 皮肤血管形态学
第一节 皮动脉的来源与分布
显示全部信息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篇 总论
 br 第一章 皮肤组织学概述
 br 皮肤具有保护、感觉、调节体温、吸收、分泌与排泄以及代谢等诸多功能，一旦损
伤或缺失则必须尽快修复。不同部位皮肤的厚薄、组织结构乃至血供形式均有较大差异
，年龄、性别不同，其皮肤结构亦有所差异及增龄性变化。比如，人体皮肤毛细血管密
度，不仅存在部位差异，而且还有层次差异：真皮乳头层毛细血管密度大于真皮网状层
；头面颈区毛细血管较稠密，向下则毛细血管密度依次递减。因此，头面颈区任意型皮
瓣长宽比例可大于躯干及下肢。
 br 本章主要介绍成人皮肤的一般结构，供各位学者在进行皮瓣移植研究时参考。皮瓣
存活长度与毛细血管灌流量呈正相关，而灌流量又直接与毛细血管数目有关，神经系统
功能的恢复亦有助于皮瓣移植质量的提升，因此，在进行皮瓣移植的基础或临床应用研
究时，应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
 br 第一节 正常皮肤组织学
 br 精子和卵子结合形成受精卵，受精卵进行细胞分裂叫卵裂；受精后第4天胚呈现为
囊泡状结构称胚泡；胚泡埋入子宫内膜叫植入，在植入过程中，内细胞群增殖分化形成
二胚层胚盘，二胚层胚盘在第3周末分化形成三胚层胚盘。在人胚发育的第4 ～8
周，三个胚层逐渐分化形成各种器官的原基。
 br 皮肤（skin）覆盖人体表面，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成人皮肤的面积约为1. 5 ～2
m2，1周岁婴儿约为0.4m2，新生儿约为0.21m2。皮肤由表皮和真皮两部分组成（图1-1-1
），表皮来自于外胚层，真皮则由中胚层分化形成，真皮借皮下组织与深层组织相连。
皮肤内有毛、指（趾）甲、皮脂腺及汗腺，它们都是在胚胎发生时由表皮衍生的皮肤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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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器。人体皮肤厚度约为0.5 ～4mm，不同个体之间，或年龄、性别不同，其皮肤的厚度
、皮肤结构乃至血供形式均有差异，同一个体的不同部位亦有差异及增龄性变化[1]。我
国成年男性皮肤平均厚度约为1. 15mm，其中躯干背部和臀部约为2.
23mm，眼睑、口唇、耳后约为0. 5mm，大腿外侧约1.13mm，大腿内侧约0.95mm。此外
，成人皮肤比儿童厚，男性皮肤比女性厚，年轻人皮肤比老年人厚，躯干伸侧及四肢的
皮肤较屈侧厚。
 br 由于皮肤中纤维束排列方向不同，并受不同张力的影响，在皮肤表面形成许多皮沟
（sulcicutis），深浅不一，尤以手掌、面部、阴囊和关节等处最深。皮沟间大小不等的
隆起称皮嵴（ridge），皮嵴上可见许多凹陷的小孔，为汗孔。指（趾）末端屈面的皮嵴
构成指（趾）纹，指（趾）纹由遗传因素决定，且在一生中稳定不变，每个人的指（趾
）纹都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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