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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自体真皮填充修复鼻基底凹陷的应用效果及安全性

王  恒，金  磊
（高一生医疗美容医院美容外科，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目的  探讨腹部自体真皮填充修复鼻基底凹陷的应用效果及安全性。方法  选取2022年3月-2024年

10月于高一生医疗美容医院进行修复治疗的96例鼻基底凹陷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根据随机信封抽签原则

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48例。对照组采用颗粒肋软骨填充修复治疗，研究组采用腹部自体真皮填充修复

治疗，比较两组鼻面角与鼻额角变化、并发症发生情况与临床疗效。结果  研究组术后鼻面角与鼻额角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为4.17%，低于对照组的20.8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研究组治疗优良率为97.92%，高于对照组的8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腹部

自体真皮填充修复鼻基底凹陷能提高患者美观度，减少并发症发生，提高临床疗效。

[关键词] 腹部自体真皮；填充修复；鼻基底凹陷；鼻面角；鼻额角

[中图分类号] R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949（2025）08-0094-04 

Application Effect and Safety of Autologous Abdominal Dermis Filling for the Repair of 
Nasal Base Depression

WANG Heng, JIN Lei

(Department of Cosmetic Surgery, Gonice Medical Aesthetic Hospital, Xi'an 7100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and safety of autologous abdominal dermis filling for the repair of nasal 

base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96 patients with nasal base depression who underwent repair treatment in Gonice Medical 

Aesthetic Hospital from March 2022 to October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andom 

envelope lottery,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 with 48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filling and repair treatment with particulated costal cartilage, and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filling and repair treatment 

with autologous abdominal dermis. The changes in nasofacial angle and nasofrontal angle, complications and clinical efficac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nasofacial angle and nasofrontal angle in the study group after surgery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4.17%, which was lower than 20.83%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of treatment in the study group was 97.92%, which was higher than 83.33%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Autologous abdominal dermis filling for the repair of nasal base 

depression can improve the aesthetic degree of patients,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enhance the clinical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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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基底凹陷（nasal base depression）是指鼻

基底部组织向内侧凹陷，导致鼻尖、鼻翼和鼻小

柱形态不佳。其成因多样，既可能由遗传性疾病

引发，也可能因外伤、鼻部手术、局部感染，以

及不当注射药物等后天因素所导致[1，2]。鼻基底凹

陷在发病早期主要影响外在美观度，严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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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导致患者出现深部软组织的断裂和损伤[3]。以

往临床上多采用颗粒肋软骨填充对鼻基底凹陷进

行修复[4]，虽能够达到治疗效果，但其需要从胸

部切取肋软骨，增加了手术难度和创伤面积且易

导致并发症[5]。腹部真皮是皮肤中富含胶原纤维

和弹性纤维的部分，具有优良的弹性和韧性。并

且腹部真皮与鼻部组织具有相似的细胞结构和生

物相容性，有助于减少术后排斥反应和并发症的

发生[6]。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腹部自体真皮填

充修复鼻基底凹陷的应用效果及安全性，现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2年3月-2024年10月于高一

生医疗美容医院进行修复治疗的96例鼻基底凹陷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信封抽签原则分

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48例。对照组男16例，

女32例；年龄19~55岁，平均年龄（35.69±3.28）岁；

病程2个月~5年，平均病程（8.43±0.76）年；

体 重 指数19~30 kg/m2，平均体重指数（22.56±

1.22）kg/m2；收缩压102~136 mmHg，平均收缩压

（124.61±9.15）mmHg；舒张压60~88 mmHg，

平均舒张压（78.54±6.33）mmHg。研究组男18例，

女30例；年龄19~54岁，平均年龄（35.67±1.58）岁；

病程2个月~5年，平均病程（8.29±0.57）年；

体 重 指 数 1 8 ~ 3 1  k g / m 2 ， 平 均 体 重 指 数

（22.47±1.14）kg/m2；收缩压101~134 mmHg，

平均收缩压（124.59±10.49）mmHg；舒张压

61~87 mmHg，平均舒张压（78.49±6.19）mmHg。

两组性别、年龄、病程、体重指数、收缩压、舒

张压比较（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患者

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符合鼻基底凹

陷的诊断标准[7]，且病程大于1个月；患者年龄

18~55岁。排除标准：有严重的器质性疾病者；

不能耐受手术者；合并全身免疫性疾病者；临床

资料不全者；伴随有全身感染性疾病者。

1.3  方法

1.3.1 对 照 组   采 用 颗 粒 肋 软 骨 进 行 填 充 修 复

治 疗 ： 采 用 局 部 麻 醉 ， 手 术 区 域 内 行 1 % 利

多 卡 因 （ 通 化 茂 祥 制 药 有 限 公 司 ， 国 药 准 字

H22023571）与1∶200 000肾上腺素（武汉武药

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42022262）混合液

局部浸润麻醉。采用局部亚甲蓝标记凹陷范围

及切口位置，将手术切口选择在隐蔽处，钝性

分离皮下组织，充分分离腔隙，松解瘢痕处粘

连。将肋软骨切成1 mm左右的颗粒进行填充，

电凝止血结合压迫止血，充填部位使用敷料进

行加压包扎。

1.3.2研究组  采用腹部自体真皮填充修复治疗：

麻醉、标记定位、切口选择、组织分离步骤均

同对照组。预先测量修复部位所需组织量，于

下腹部壁近腹股沟处皮下注射膨胀液，去除表皮

而保留真皮层，切取带有皮下脂肪的全层组织，

通过修剪保留真皮及部分皮下脂肪。创面止血

后，于两侧行皮下游离，随后拉拢缝合。电凝

止血结合压迫止血，充填部位使用敷料进行加

压包扎。

1.4  观察指标

1.4.1检测两组鼻面角与鼻额角变化  所有患者在术

前1 d、术后3个月对面部进行标准化医学摄影，

测定并记录鼻面角与鼻额角变化情况。

1.4.2记录两组并发症情况  包括感染、血肿、异物

感、皮肤坏死情况。

1.4.3评估两组临床疗效  优：鼻基底凹陷矫正，

视觉效果佳；良：鼻基底凹陷大部分矫正，视觉

效果可；差：未达到上述标准或恶化。优良率=

（优+良）/总例数×100%。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25.0分析研

究数据，计量资料以（x-±s）表示，行t检验；计

数资料以[n（%）]表示，行χ2检验。P＜0.05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鼻面角与鼻额角变化比较  研究组术后

鼻面角与鼻额角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1。

2.2  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研究组并发症发生

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2。

2.3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研究组治疗优良率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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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鼻基底凹陷是一种面部畸形，表现为鼻底部

位凹陷，使得鼻部显得扁平或短缩，由先天性因

素、外伤或衰老导致[8]。为了改善鼻基底凹陷，

临床上采用了多种方法进行修复填充治疗[9，10]。

其中腹部自体真皮是指从腹部获取的含有真皮组

织和脂肪组织的皮肤组织，真皮内含有多种细

胞，如成纤维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等，这些细

胞在移植后能够存活并发挥功能[11]。且真皮内

含有丰富的血管，能够提供足够的营养支持，

促进移植组织的成活。真皮组织具有较好的韧

性和弹性，易于塑形，能够满足鼻基底凹陷修复

的需求[12，13]。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术后鼻面角与鼻额

角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明腹部自体真皮填充修复鼻基底凹陷能提高患

者的鼻面角、鼻额角。分析原因为，腹部自体真

皮填充修复鼻基底凹陷通过填充真皮组织，可

以有效增加鼻基底的高度，改善鼻小柱低平、鼻

孔外露等畸形。并且通过填充真皮组织，调整

鼻唇角的角度，重塑面部轮廓，使鼻子更加美

观，提升整体美感[14]。研 究 组 并 发 症 发 生 率 为

4 . 1 7 % ， 低 于 对 照 组 的 2 0 . 8 3 %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意义（P＜0.05），表明腹部自体真皮填充修复

鼻基底凹陷可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分析原因为，

自体真皮来源于患者自身的组织，因此具有高度

的生物相容性。由于移植材料与受者组织来源相

同，免疫系统对其识别为“自身”，从而降低了

免疫排斥反应的发生风险。腹部真皮组织富含胶

原蛋白和弹性纤维等细胞外基质成分，在移植后

能够迅速与周围组织融合并重建血供系统[15]。充

分的血液供应不仅支持了移植物的健康生长，还

增强了局部组织对抗感染的能力，从而进一步降

低感染等并发症的风险。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

组治疗优良率为97.92%，高于对照组的83.3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腹部自体真

皮填充修复鼻基底凹陷可提高治疗优良率。分析

原因为，腹部自体真皮填充作为一种新型修复方

法，通过取自身腹部真皮组织进行移植，具有来

源丰富、无排斥反应、效果持久等优点[16]。同

表 1  两组鼻面角与鼻额角变化比较（ ，°）

研究组

对照组

t

P

48

48

术前 1 d

33.30±2.56

33.28±3.18

0.034

0.973

术前 1 d

124.48±14.68

124.44±11.17

0.015

0.988

术后 3 个月

37.55±3.57

35.40±5.10

2.393

0.019

术后 3 个月

140.75±13.20

134.69±12.67

2.295

0.024

 组别                   n
                      鼻面角                                                   鼻额角

     注：* 与对照组比较，χ2=6.095，P=0.014。

表 2  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n（%）]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n

48

48

异物感

1（2.08）

3（6.25）

感染

0

2（4.17）

血肿

1（2.08）

4（8.33）

皮肤坏死

0

1（2.08）

发生率

2（4.17）*

10（20.83）

     注：* 与对照组比较，χ2=6.008，P=0.014。

表 3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n

48

48

良

5（10.42）

12（25.00）

优

42（87.50）

28（58.33）

差

1（2.08）

8（16.67）

优良率

47（97.92）*

40（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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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真皮组织中的成纤维细胞等细胞成分能够分

泌多种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促进周围组织再生

和修复，使得移植组织能够在鼻基底凹陷处稳

定存活并发挥修复作用[17-19]。

综上所述，腹部自体真皮填充修复鼻基底凹

陷能提高患者美观度，减少并发症发生情况，提

高临床疗效，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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