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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式减张美容缝合术在颌面部外伤患者中的应用

高  荣，陈  星，周志霖
（广元市中心医院口腔科，四川  广元  628000）

[摘  要]目的  探讨改良式减张美容缝合术在颌面部外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2022年10月-2024年3月

广元市中心医院收治的62例颌面部外伤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31例。对照组行传统美容缝合术

治疗，观察组行改良式减张美容缝合术，比较两组手术效果、围手术期指标（创口水肿持续时间和创口愈合

时间、手术瘢痕长度）、瘢痕增生情况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手术总有效率为96.77%，高于对

照组的77.42%（P＜0.05）；观察组水肿持续及创口愈合时间、手术瘢痕长度短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

VSS各维度评分及总分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与传统美容缝合法相比，改良式减张美容缝合术可提升颌面部外伤患者手术疗效果，缩短水肿持续时

间和创口愈合时间，减小手术瘢痕长度，并减轻术后瘢痕严重程度，且应用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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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odified Tension-reducing Cosmetic Suture in Patients with 
Maxillofacial Tra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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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modified tension-reducing cosmetic suture in patients with 
maxillofacial trauma. Methods  A total of 62 patients with maxillofacial trauma admitted to Guangyuan Central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22 to March 2024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ith 31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raditional cosmetic sutur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odified tension-

reducing cosmetic suture. The surgical effect, perioperative indexes (wound edema duration, wound healing time and surgical scar 

length), scar hyperplasia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surgical efficacy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6.77%, which was higher than 77.42%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edema duration, wound 

healing time and surgical scar length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VSS scores 

and total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osmetic suture method, the modified tension-reducing cosmetic suture method can improve the surgical efficacy of patients with 

maxillofacial trauma, shorten the duration of edema and wound healing time, reduce the length of surgical scars, and reduce the 

severity of postoperative scars. The application safety is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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颌面部外伤（maxillofacial trauma）是头面部

常见的损伤类型，通常由交通事故、高空坠落或

其他意外事故引起，不仅可导致软组织和骨骼的

严重损伤，还可能对患者的外观和功能造成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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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1]。传统缝合手术专注于创口的有效闭合与

初步愈合，常用较为基础的技术方法进行处理，

其重点在于防止感染和促进伤口愈合，对术后美

观的关注度较低[2-4]。近年来，随着对术后美容效

果重视程度的提高，改良减张美容缝合术逐渐受

到关注，其通过精细的操作技术，旨在减轻术后瘢

痕的形成，同时尽可能恢复面部的自然外观[5]。基

于此，本研究结合2022年10月-2024年3月我院收治

的62例颌面部外伤患者临床资料，分析改良式减

张美容缝合术在颌面部外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2年10月-2024年3月广元市中

心医院收治的62例颌面部外伤患者，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各31例。对照组男13例，女18例；

年龄4~57岁，平均年龄（29.55±6.48）岁。观

察组男12例，女19例；年龄5~56岁，平均年龄

（29.30±6.17）岁。两组性别、年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本研究患

者及其家属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诊断为颌面部外

伤；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存在其他皮肤并

发症；患有自身免疫病、感染性疾病、凝血功能

障碍或严重恶性肿瘤；瘢痕体质；重要脏器（如

肝脏、肾脏）功能不全。

1.3  方法

1.3.1对照组  行传统美容缝合术治疗：彻底清洁

和消毒创面，确保无异物残留及坏死组织被清

除。使用1.0%利多卡因进行神经阻滞或局部浸

润麻醉。采用普通丝线进行全层间断缝合，逐

层闭合创面，保证各层组织的良好对接，促进

愈合。注意保持适当的针距和边距，避免过紧

或过松。术后应用抗生素软膏涂抹创口，并用

纱布覆盖，采用弹力带加压包扎，以减轻水肿

和预防血肿。

1.3.2观察组  行改良式减张美容缝合术：彻底清

洁和消毒创面，使用1.0%利多卡因进行神经阻滞

或局部浸润麻醉。将切口边缘修整成楔形，使用

3-0可吸收缝线进行充分减张缝合。具体操作方

法为：将针头从皮肤的一端深埋，通过真皮层，

于真皮和皮下脂肪交界的地方拔针；然后，在对

侧的皮肤和皮下脂肪的连接处进针，穿过真皮

层，再在皮下深层出针，并在此处打结。表皮使

用6-0或7-0 Prolene（单股聚丙烯线）缝合，针

距控制在3~4 mm，边距控制在1~2 mm，确保皮

肤对合良好、创缘轻度外翻、无死腔遗留，线结

松紧适宜。

1.4  观察指标

1.4.1评估两组手术效果  于术后1周，根据创面恢

复情况评估治疗效果，其中显效：创口缝合后无

并发症，愈合良好；有效：创口有红肿或硬结，

存在炎症反应，但无化脓、感染或裂开；无效：

创口有明显感染症状，如化脓或裂开。总有效率=

（显效+有效）/总例数×100%。

1.4.2比较两组围手术期指标  记录两组创口水肿持

续时间和创口愈合时间、手术瘢痕长度（术后

1个月时进行测量）。

1.4.3评估两组瘢痕增生情况  采用温哥华瘢痕量

表（VSS）评估，包括色泽（0~3分）、血管分布

（0~3分）、柔软度（0~4分）和厚度（0~5分），

总分0~15分，评分越高表明瘢痕越严重。

1.4.4记录两组不良反应（创口感染、恶心呕吐、

面色潮红）发生情况。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x- ±s ）表示，采用t 检

验；计数资料以[n （%）]表示，采用χ 2检验。

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手术效果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

对照组（P＜0.05），见表1。

2.2  两组围手术期指标比较  观察组水肿持续时

间、创口愈合时间、手术瘢痕长度短于对照组

（P＜0.05），见表2。

2.3  两组瘢痕增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VSS各维度评

分及总分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3。

2.4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两组不良反应

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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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创口缝合方式直接影响面部外伤患者的术后

愈合效果。传统缝合方法由于减张效果不足，常

导致明显瘢痕，严重时甚至形成“蜈蚣脚”状瘢

痕[6]。尽管初期愈合良好，但仍会留下病理性瘢

痕，迫使患者接受二次修复手术，增加其负担和

痛苦。随着整形美容医学的发展，对颌面部外伤

患者手术缝合效果的评估已不仅限于创口愈合，

还包括美学效果[7]。研究表明[8]，预防瘢痕应从创

口愈合阶段开始。改良式减张美容缝合术在减少

瘢痕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并受到临床关注，但在

颌面部损伤患者中的应用仍相对较少[9]。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

对照组，水肿持续时间、创口愈合时间、手术瘢

痕长度短于对照组（P ＜0.05），表明改良式减

张美容缝合术在促进创口愈合和减少术后瘢痕方

面具有明显优势。传统美容缝合法中，缝合线对

皮肤组织的压迫和切割会影响创口愈合，这种压

迫和切割不仅可能导致局部血液循环受阻，还可

能引起异物反应，从而延长愈合时间并增加瘢痕

形成的风险[10]。相比之下，改良式减张美容缝合

术通过逐层对合组织，消除死腔，并充分减张以

促进血液循环。具体来说，该技术通过确保各层

组织对合良好，避免留下死腔；通过远距离潜行

运针，确保创口周围皮肤张力最小化，减少线结

外露；缝合完成后在皮肤深处打结，减少异物对

真皮和表皮的刺激，为创口愈合提供良好条件；

使用更细的缝线和更小的针距，减少对皮肤的张

     注：* 与对照组比较，χ2=5.167，P=0.023。

     注：* 与对照组比较，χ2=1.449，P=0.229。

表 1  两组手术效果比较 [n（%）]

表 4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n（%）]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n

31

31

n

31

31

有效

13（41.94）

10（32.26）

恶心呕吐

1（3.23）

1（3.23）

显效

17（54.84）

14（45.16）

创口感染

0

2（6.45）

无效

1（3.23）

7（22.58）

面色潮红

1（3.23）

2（6.45）

总有效率

30（96.77）*

24（77.42）

发生率

2（6.45）*

5（16.13）

表 2  两组围手术期指标比较（ ）

表 3  两组瘢痕增生情况比较（ ，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水肿持续时间（d）

4.15±0.64

6.01±1.04

8.481

0.000

色泽

1.01±0.20

1.64±0.33

9.090

0.000

血管分布

0.87±0.26

1.63±0.52

7.278

0.000

厚度

1.17±0.26

1.92±0.57

6.665

0.000

创口愈合时间（d）

4.52±0.78

7.04±1.23

9.633

0.000

柔软度

1.22±0.14

1.85±0.48

7.015

0.000

手术瘢痕长度（mm）

15.64±1.92

25.04±3.77

12.371

0.000

总分

4.52±0.64

7.09±1.29

9.937

0.000

n

31

31

n

3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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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助于创口快速愈合；确保创口边缘对合

良好，避免过紧或过松，促进愈合[11，12]。本研

究中观察组VSS各维度评分及总分低于对照组

（P＜0.05），进一步证实了改良式减张美容缝合

术在减轻术后瘢痕方面的有效性。术后瘢痕形成

的主要原因是创口附近皮肤张力过大，而皮肤张

力主要由真皮层决定。改良式减张美容缝合术通

过远距离潜行运针，确保充分减张，减少线结外

露，恢复创口解剖结构，最终使创口平整，减轻

瘢痕[13]。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尽管本研究为单中心小样本

研究，但结果表明改良式美容缝合在颌面部外伤

处理上具有明显优势，为进一步验证这些结果，

建议扩大样本量进行进一步研究。在实际操作中

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彻底清创：清除创口内的

碎片、坏死组织及异物；二是适当游离创口两

端：减少“猫耳”形成；三是逐层缝合：避免留

下死腔，促进筋膜层接触，降低创口张力；四是

术后处理：使用抗生素软膏涂抹创口及针眼，纱

布覆盖后采用弹力带加压包扎，以促进愈合并减

少不良事件发生[14，15]。

综上所述，与传统美容缝合法相比，改良

式减张美容缝合术可提升颌面部外伤患者手术

疗效果，缩短水肿持续时间和创口愈合时间，

减少手术瘢痕长度，并减轻术后瘢痕，且应用

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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