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  第 15 卷 第 16 期  2011–04–16 出版 

Journal of Clinical Rehabilitative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  April 16, 2011  Vol.15, No.16 

ISSN 1673-8225  CN 21-1539/R   CODEN: ZLKHAH                                                                         2985

www.CRTER.org 

Brain Neuroscience 

Center, Affiliated 

Hospital of Medical 

College of CAPF, 

Tianjin  300162, 

China 

 

Diao Yun-feng★, 

Master, Physician, 

Brain Neuroscience 

Center, Affiliated 

Hospital of Medical 

College of CAPF, 

Tianjin  300162, 

China 

zhonghuadajie2006

@163.com  

 

Received: 2010-11-22  

Accepted: 2011-03-19 

 

 

 

 

 

 

 

 

 

 

 

 

 

 

 

 

 

 

 

 

 

 

 

 

 

 

 

 

 

 

 

 

 

武警医学院附属医
院脑系科中心，天
津市   300162 
 
刁云锋★，男，
1981年生，河北省
深泽县人，汉族，
2008 年河北医科
大学毕业，硕士，
医师，主要从事神
经外科学的研究。
Zhonghuadajie 
2006@163.com 
 
中图分类号:R31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8225 

(2011)16-02985-05 

 
收稿日期：2010-11-22   

修回日期：2011-03-19 

(20110318009/W•Y) 

 

 

几种颅骨修补材料的临床应用及并发症防治★
 

刁云锋，杨细平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various skull repair materials and the prevention and cure of 

complications 

Diao Yun-feng, Yang Xi-ping 

Abstract 

BACKGROUND: In recent year, there are many new materials for skull repair, including autologus substitute, allograft materials 

and allogenic materials.  

OBJECTIVE: To summariz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ommonly used skull repair materials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prevention and 

cure of complications 

METHODS: Papers regarding skull repair materials and complications published in VIP data between January 2002 and October  

2010 were researched using key words of “cranioplasty; repair materials; autologous bone; silica gel; bone cement; EH 

composite; titanium mesh and complication”. Inclusion criteria: papers regarding skull repair materials and complications. 

Exclusion criteria: repetitive study and relatively old literature. A total of 48 documen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RESULTS AND CONCLUSION: Autologous bone has better histocompatibility, no rejection phenomenon, but the source is 

limited and graft can be absorbed; Medical silicone is cheaper, but histocompatibility is not enough; Bore cement derived easily 

and cheaper, but easy to damage the brain tissue; EH composite materials has better histocompatibility and synostosis, but 

number of cases is not enough; Titanium mesh has better histocompatibility, more stable, but is more expensive. We should 

select the ideal cranioplasty material based on patient's condition, economic conditions, the level of local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and try to avoid or reduce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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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近年来颅骨修补材料也在不断更新，主要有自体材料、同种异体材料和异体材料。 

目的：总结近年来常用的颅骨修补材料的临床应用及并发症的防治。 

方法：由作者应用计算机检索维普数据库中与颅骨修补材料及并发症有关的文章，检索时限 2002-01/2010-10。检索关键

词：颅骨修补；修补材料；自体骨；硅胶；骨水泥；EH复合材料；钛网；并发症。纳入标准：与颅骨修补材料及并发症有

关的文章。排除标准：重复研究或较陈旧文献。根据纳入排除标准共保留相关文献 45篇。 

结果与结论：自体骨组织相容性好，无排异现象，但来源受到限制，移植物可被吸收。医用硅胶价格低廉，但组织相容性

不够；骨水泥取材容易，价格便宜，但易损伤脑组织。EH复合材料组织相容性和骨结合性较好，但病例数不够。钛合金组

织相容性好、性质稳定，但价格昂贵。应根据患者病情、经济条件、当地设备及技术水平等选择理想的颅骨修补材料，努

力避免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关键词：颅骨修补；修补材料；自体骨；硅胶；骨水泥；EH复合材料；钛网；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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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去骨瓣减压术在重型颅脑损伤、高血压脑出

血、大面积脑梗死等疾病救治中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在处理恶性颅内高压方面已取得良好效果，

但同时导致了患者的颅骨缺损。当颅骨缺损超

过3 cm，就可产生临床症状。Dujovny等
[1]
发现：

修补术后可使静脉回流加快，脑脊液循环速度

增加1倍。术后可以松解皮瓣与硬脑膜及骨窗边

缘的连接，解除其对脑表面血管的牵拉、扭曲、

压迫。颅骨成形术对改善脑神经功能具有重大

意义
[2-3]
，因此及时修补颅骨缺损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颅骨修补材料

也在不断更新。颅骨修补材料有3类，即自体材

料、同种异体材料和异体材料。理想的颅骨修补

材料必须具备以下条件：①组织反应小，不产生

组织排斥反应，无毒性。②化学性质稳定性好，

在组织内不腐蚀、吸收及老化。③有可塑性，成

形方便，修补后外观满意。④能透过X射线，使

术后患者仍能进行X射线、CT、MRI等复查。⑤

不传热、不导电。⑥质地轻，并有足够的机械强

度。⑦使用方便，手术简单。⑧材料来源方便、

价廉。⑨儿童颅骨修补时，修补材料还需要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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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骨生长，不变形。目前，临床所应用的颅骨修补材料大

致包括钛合金网板、硅橡胶、EH复合材料、骨水泥以及

自体骨瓣等等。本文将对以上几种修补材料的生物学特

性、组织相容性及其应用效果等进行分析。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的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与颅骨修补材料及并发症有关的文章。 

排除标准：重复研究或较陈旧文献。 

1.2  资料提取策略  由作者应用计算机检索维普数据

库(http://www.cqvip.com/)中与颅骨修补材料及并发

症有关的文章，检索时限2002-01/2010-10。检索关

键词：颅骨修补；修补材料；颅骨缺损；并发症。对

资料进行初审，并查看每篇文献后的引文。 

1.3  对纳入文献的评价  经检索共查到相关文献110

余篇。文献类型主要为临床非随机对照研究，病例分

析及综述文献。根据纳入排除标准共保留相关文献45

篇。 

 

2  结果 

 

2.1  几种颅骨修补材料的优缺点 

2.1.1  自体骨  常用自体颅骨、患者自身的肋骨、髂骨、

肩胛骨等。 

优点：①组织相容性好，无排异现象。②具有完整

的骨质结构以及转导、诱导成骨潜能，促进骨质增长，

愈合快。③具有足够的强度，隔温及防寒等。④满足患

者“物归原主”的要求，充分体现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

原则。⑤减少患者经济负担。⑥修补部不变形、不缩小，

尤其适用于头颅继续生长的儿童。⑦使用自体颅骨时不

需另取材料塑形、保持原有颅形。⑧体外冷冻自体颅骨

修补还克服了游离骨瓣腹部或大腿皮下保存，骨瓣会出

现骨质吸收变小、变薄、并有脱钙的可能。⑨利用自体

骨微粒修复颅骨缺损，植入骨微粒后愈合良好，因此成

为颅骨缺损中安全可靠的修补材料。 

    缺点：①须开辟第二术区，增加一次手术，并会对

供区骨组织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增加患者痛苦。②骨

来源受到限制。③移植物可被吸收。 

2.1.2  医用硅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主要为二

层甲基乙烯基硅橡胶夹针织涤纶网，经压模和高温高压

硫化处理后成型。 

优点：①具有足够的强度和韧性，可承受一定冲击

力。②价格低廉，不易变形，体积稳定。③对人体无毒

性，不传热、不导电、不老化。④消毒方便，术中修剪

塑形简便快捷。⑤对CT、MRI、EEG均无干扰。 

缺点：①组织相容性不够，主要表现为皮下积液、

局部感染、材料裸露。②特殊部位术后外观欠佳，尤其

在额颞部固定不够紧密，需要颅骨钻孔固定，不但费时，

并且存在一定危险，容易损伤脑膜血管或撕裂导静脉引

发硬膜外血肿
[4]
。③如果材料中含有杂质，则较易出现

皮下积液，有时会引发癫痫
[5-6]
。 

2.1.3  骨水泥  一种甲基丙烯酸酯与甲基丙烯酸甲酯

单体组成的室温自凝固剂，为丙烯酸酯类骨固着剂，有

较强的固着能力。 

优点：①坚韧度优于颅骨，抗压力、抗冲击力强，

植入物不易塌陷。②取材容易，价格便宜。③塑形快，

效果好。④黏结力强，与颅骨吻合牢固。⑤操作简便、

现浇塑形随意，尤其对眉弓、额角等特形部位整容。⑥

术中无需对颅骨骨缺损边缘作广泛剥离，仅在打孔架不

绣钢丝处作小剥离即可。⑦性能稳定，不易腐蚀，耐高

温、不导电、不导热，无毒性。⑧不影响X射线、CT、

MRI检查
[7-9]
。⑨内外板板面粗糙，利于头皮与硬脑膜与

其牢固结合。   

缺点：①骨水泥自凝时散热损伤脑组织。②难修整

外形，术中全凭术者的感觉和经验。③术后有变形、皮

下积液、感染、脱落等问题
[10]
。④使用骨水泥有时会产

生深静脉血栓，必需时应做好术前、术中及术后的防治

工作。⑤也有骨水泥致急性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报道。

骨水泥使用后对血液动力学的影响显著，需严密观察，

尤其对高龄患者更应慎重使用
[11-12]
。 

2.1.4  EH复合材料  由EAM医用树脂与羟基磷灰石按

一定比例制成，能与骨组织形成直接结合，国内有学者已

将EH复合材料用于整形外科、骨外科及颅骨修补
[13-15]

。 

优点：①常温下可随意塑型，使颅骨修补达到了解剖

复位，整容效果好，特别是在修补不规则骨缺损区上的

优势是钛板等其他材料所不能比拟的。②强度与人体骨

接近，不会变形吸收。③无导磁性和导电性，不影响术

后患者X射线、CT、MRI检查。④无导热性，患者对外

界温度变化不产生不适感。 

缺点：目前病例数尚不够，远期效果还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和总结。 

2.1.5  钛合金  钛是已知金属中组织相容性最好、性质

最稳定、质量最轻的金属之一。 

优点：①耐腐性及耐磨损性能好。②优异的生物组

织相容性。③术中塑形方便，不需处理骨窗缘即可固定。

④植入人体后，成纤维细胞可以长入钛网的微孔，使钛

网与组织融为一体。⑤术后不影响CT、MRI、X射线、

脑电图等检查。⑥新型纯钛网可通过CT三维重建塑形，

术中无需额外塑形，手术操作简便，术后可尽量恢复美

观，达到颅骨解剖重建要求。 

缺点：①价格昂贵。②传统手工塑形费时费力。③

边缘锋利易割伤皮肤，造成修补物外露。④受外力易变

形，不会自动还原。⑤有导电导热性，患者使用手机和

洗澡时可能会有不适
[16]
。⑥电磁波经弧形钛网射到大

脑，对患者产生伤害
[17-18]

。 

2.2  不同颅骨修补材料临床应用文献分析  钛合金网材料

临床应用文献见表1，EH复合人工骨材料临床应用文献

见表2，自体及异体材料临床应用文献见表3，其他材料

临床应用文献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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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材料 实验结果 实验结论 

张飞翔等
[19]

 钛合金网板 86 例患者术后切口均一期愈合，外观满意。3 例出现

皮下积液，经穿刺抽吸和加压包扎后治愈。 

钛合金网板是理想的颅骨修复材料。 

彭远强等
[20]

 52例选用美国 Osteomed公司产

的钛合金网；31 例采用自体颅

骨骨瓣；37例选用硅胶 

钛合金网组出现 6 例并发症；自体颅骨骨瓣组出现 7

例并发症；硅胶组出现 4例并发症。 

应用硅胶板和钛合金修补的患者出现并发症比

例明显低于自体颅骨组。 

尤渊明
[21]

 钛合金网板 8 例术后出现低热，24 h 后逐渐平稳。患者均塑性满

意。2例皮下积液，经一两次抽吸后加压包扎痊愈。

未见有脑脊液漏、切口感染、继发颅内出血的病例。

选用合适的修补材料、注意手术操作及无菌技术

是防治颅骨修补术并发症的关键。 

卢爱琴
[22]

 美国 Medtronic 公司产的钛合金

网板 

82例均一期愈合，外形满意，术前癫痫发作 4例，术

后发作减少 3例，完全消失 1例，随访 3~6个月无

感染、皮下积液、脑脊液漏、硬膜外血肿等并发症

发生。 

钛合金网是一种较理想的修补材料。 

戢太红等
[23]

 钛合金网。 76例均一次修复成功，外观满意。术前有颅骨缺损综

合征者，术后症状消失，有局灶性神经症状者，术

后部分患者有不同程度恢复。无局部皮肤刺痛、修

补物外露、修补物松动等远期并发症。 

钛合金网片是理想的颅骨成形术材料，远期并发

症发生率低，近期并发症多与手术操作有关。

王盛等
[24]

 钛合金网板 术后 36 例原有轻头痛、头晕不同程度改善；12 例不

明显；术前 8例肢体偏瘫患者术后症状有明显改善；

术前癫痫 1 例，术后配合药物治疗症状消失，无手

术死亡病例。 

颅骨修补选用钛合金网，其手术方法最简单，并

发症最少，疗效最佳。 

王伊宁等
[25]

 钛合金网板 12例患者均愈合良好，无感染、钛板外露及头皮血运

障碍，避免了再次手术。 

应用钛合金板修复颅骨缺损，具有良好的生物学

力度、抗击性强、并发症少、生物相容性好等

优点，可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夏海全等
[26]

 15 例应用数字化 EH 复合型骨水

泥(由上海倍尔康生物医学有限

公司生产)；16 例应用三维钛

网；10例应用二维钛网(均为美

国 OSTEOMED公司生产)。 

骨水泥组颅骨缺损修复效果满意，相比钛网组并发症

少(P < 0.01)，无外形缺陷。 

数字化 EH复合型骨水泥修补颅骨缺损的临床效

果满意。 

王志明等
[27]

 钛合金网 40例患者切口均愈合良好，无一例发生切口感染、皮

下积液。术后，除 5例昏迷患者外，余 35例清醒患

者头痛、头晕、记忆力下降等临床症状基本消失，

均达临床痊愈出院。 

钛合金网片是理想的颅骨成形术材料。 

郑延强等
[28]

 12例采用钛网、6例采用骨水泥、

7 例采用高密度多孔聚乙烯种

植体(Medpor)、5例采用硅胶修

复。 

随访 6~12个月，患者术后均外观满意，无感染并发症。

钛网、高密度多孔聚乙烯种植体组织相容性好，强

度高，并发症发生率低。 

临床应用中应综合患者的缺损部位、缺损大小、

骨窗塌陷程度及经济承受能力选择相应的修

补材料，以达到最佳效果。 

张岩睿等
[29]

 自体骨瓣 2 例，骨水泥 2 例，有

机玻璃 5 例，硅胶涤纶丝网 6

例，钛合金网 15例，三维重建

钛合金网 l2例。 

自体骨组未出现不良反应；骨水泥组局部积液 2 例，

松动 1例，有老化现象；有机玻璃组局部积液 2例，

有老化现象；硅胶涤纶丝网组未出现不良反应；钛

合金网组未出现不良反应，外形满意。 

自体骨易受使用条件限制；骨水泥有老化现象；

有机玻璃有老化现象，外形不够美观；硅胶涤

纶丝网物美价廉，外形不够理想；钛合金网价

格偏高。 

苏坐龙等
[30]

 采用美国进口钛网修补 72例，硅

胶 3例，自体骨瓣 5例(均为自

体骨瓣腹壁埋藏)。 

1例硅胶材料修补者出院后 1个月出现感染；1例自体

骨瓣修补者，术后急性硬膜外血肿形成；1 例钛网

修补者钛钉松动，再次手术。3例出现头皮下积液，

经反复穿刺抽液及加压包扎后积液消失。2 例出现

癫痫发作，给予抗癫痫治疗后好转。 

钛网较其他材料显示了较大的优越性，对脑组织

及硬膜损伤小，组织相容性好，排斥反应小、

强度高、易塑型、并发症少，术后对磁共振成

像(MRI)检查无影响，虽价格偏高，但却成为

修补材料首选。 

吴晓华等
[31]

 66 例采用 OSTEOMEO 普通钛

网；13例采用 OSTEOMEO计

算机三维成型钛网；5 例采用

C&GEH复合型骨水泥定制体；

8例 MEDTRONIC 计算机三维

成型钛网。 

皮下积液5例(MEDTRONIC计算机三维成型钛网修补

1 例、OSTEOMEO 普通钛网修补 3 例，普通钛网

修补 1例)，经 1~3次抽吸和加压包扎、频谱照射后

消失；癫痫发作 3例(MEDTRONIC计算机三维成型

钛网修补 2例、OSTEOMEO普通钛网修补 1例)；

创口感染及材料外露2例(均为OSTEOMEO普通钛

网修补)。 

利用计算机三维虚拟成像技术和计算机辅助成

型技术预制成个体化的 C&GEH 复合型骨水

泥定制体和 OSTEOMEO、MEDTRONIC 计

算机三维成型钛网是目前较理想的修补材料。

表 1  钛合金网材料临床应用文献分析 

作者 材料 实验结果 实验结论 

何永垣等
[32]

 EAM医用树脂和羟基磷灰石复

合性材料EH 

33例患者随访时颅骨缺损修复后外形效果满意，都没

有发生排异现象。 

个体化预制的复合材料EH修复颅骨缺损，术后成形

效果较好。 

何晓云等
[33]

 EH复合人工骨材料 37例生长良好，未发生感染、皮下积液；5例有皮下

积液，经穿刺加压包扎后治愈。所有患者随访均外

观满意。 

EH复合人工骨材料是目前理想的用于颅骨成形的

生物替代材料。 

王新功等
[34]

 有机玻璃 128处，钛网 164处，

自体骨瓣 295处，EH复合体

型骨水泥 23处。 

共有 142例发生并发症。其中皮下积液 37例，约占

26.1%；骨瓣下积液 95 例，约占 66.9%；感染 5

例，约占 3.5%；自体骨瓣吸收 3例，约占 2.1%；

硬膜外血肿 2例，约占 1.4%。所有病例无死亡。

注意术中操作细节、选择有效抗生素、放置负压引

流、自体骨瓣尽量少钻孔等是防治颅骨修补手术

后并发症的重要措施。 

 

表 2  EH 复合人工骨材料临床应用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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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与颅骨修补术有关的并发症及其防治 

2.3.1  皮下积液防治  最常见的并发症，多数经穿刺抽

吸和加压包扎后治愈。防治措施：①分离皮肌瓣时尽量

保持硬膜层完整不漏脑脊液，如有严重硬膜缺损，应予

肌筋膜修补或以人工硬膜覆盖缺损区，同时应尽量减少

硬膜外组织残余。②植片固定牢固，防止松动引起局部

组织出血，终成为皮下积液。③创面止血要彻底，防止

术后出血形成血肿，终成为皮下积液。④术中多点悬吊

硬膜，术后包扎要紧，减少头皮渗血和积液。⑤术中修

补时应注意清除缺损边缘下的骨髓及线头，以免形成瘘

道及积液。⑥术后常规在植片上安放胶管引流。 

2.3.2  继发性颅内血肿防治  继发性颅内血肿是颅骨

修补术后最严重的并发症，如未及时发现并处理可危及

患者生命。防治措施：①术中止血一定要彻底。②手术

时悬吊不能过深，牵拉时不能用力过大，硬膜一旦破损

应严密缝合修补。③对于骨窗压力过高的患者，术中应

尽量降低颅内压力，可应用脱水药物、过度通气等方法，

并需耐心等待颅压降低，若效果不明显，可尝试行脑室

穿刺引流部分脑脊液来降低颅内压。④术后应严密观察

病情，如有颅高压症时，应及时行头颅CT检查，若出血

量少可行保守治疗，若出血量较多，应及时行血肿清除

术并去除植片。 

2.3.3  术后脑脊液漏防治  术后脑脊液漏与行修补时

损伤硬脑膜而未严密缝合有关，故术中需分离仔细，避

免划破硬脑膜，在分离头皮时可注入生理盐水后再分

离。术中若发现脑膜有损伤，应严密修补并反复检查无

误，使硬脑膜与人工颅骨贴合紧密，可防止脑脊液漏。 

2.3.4  切口感染和修补材料外露防治  术前0.5~1 h常

作者 材料 实验结果 实验结论 

黄晓明等
[35]

 冷冻自体颅骨 10例；冷冻同种异体

颅骨 8例。 

18例均复位和整复成功，未发生感染和排斥反应。

随访 6个月~2年，头颅外形如常。 

应用超低温冷冻自体/同种异体颅骨修补颅骨缺损，

克服了游离骨瓣腹部或大腿皮下保存，骨瓣会出

现骨质吸收变小、变薄的缺点，颅骨修补基本不

受时间限制，改善了人工替代材料修补后出现的

排异反应和头颅异常，减少患者手术费用和精神

负担，能最大程度地恢复患者颅骨完整性、头颅

美观性。 

曹冠柏等
[36]

 低温保存灭活同种异体颅骨 7例患者均手术修补成功，切口一期愈合头颅外形美

观，骨瓣固定牢固，无感染、出血、皮瓣坏死及

排异现象，远期可见骨瓣与受体骨部分融合。 

采用低温保存灭活同种异体颅骨修补颅骨缺损操

作简单，费用低廉，能减轻患者经济和心理负担，

尤其适合基层医院开展。 

金清东等
[37]

 低温保存自体颅骨 48例患者均塑、切口愈合良好，术后颅骨缺损综合

征均得到改善，随访 6~24 个月，有 3 例骨瓣与

正常骨窗问有骨痂形成。术后并发癫痫 1例。 

低温保存自体颅骨修补颅骨缺损是一种安全有效、

简便易行的颅骨修补方法。 

别小华等
[38]

 采用仿生颅骨 101例，自体颅骨 27

例，有机玻璃 23例，钛板 9例，

钛网 68例 

术后皮下积液：仿生颅骨 32例，占该类材料手术例

数的 31.68%；自体颅骨 4例，占 28.57%；有机

玻璃 13例，占 36.11%；钛板 2例，占 22.22%；

钛网 7例，占 10.29%。 

颅骨修补术后皮下积液量与颅骨修补材料种类有

密切的关系，但皮下积液的颜色与材料无明确关

系。 

赵维刚等
[39]

 采用深低温保存自体骨瓣。骨瓣固

定采用丝线固定 24例，钛钉固定

16例 

40 例切口均 I 期愈合，无皮下积液、感染及排斥反

应等。术后随访，均无骨瓣下陷，触压骨瓣无活

动感，术后 X 射线随访检查凡骨瓣与骨窗密切吻

合处，骨缝渐消失，骨性愈合形成，无骨质吸收

现象 

应用自体颅骨治疗颅骨缺损，获得较好预后，值得

临床推广。 

彭远强等
[40]

 31例自体颅骨骨瓣；37例硅胶；52

例钛网 

自体颅骨骨瓣组并发症 7 例；硅胶组并发症 4 例；

钛网组并发症 6例 

应用硅胶板和钛合金修补的患者出现并发症比例

明显低于自体颅骨组。 

林良山等
[41]

 自体颅骨瓣：57 例晾干后室温下干

燥收藏保存；114例浸入医用无水

乙醇中密封室温下保存。114例高

压消毒后备用；57例煮沸消毒 1 h

后，用无菌生理盐水洗净备用 

171例患者随访 6个月~11年，效果良好者 167例，

出现头皮窦道不得已取除骨瓣 4例 

应用离体保存的自体颅骨修补颅骨缺损安全可靠，

不同方法保存的自体颅骨经灭菌消毒后均可以

安全使用，去骨瓣手术后应该注意保存骨瓣。 

表 3  自体及异体骨材料临床应用文献分析 

作者 材料 实验结果 实验结论 

王长慧等
[42]

 高密度聚乙烯多孔材料Medpor 术后切口均一期愈合。随访 2个月，外形恢复满意，

无不良并发症 

研究表明高密度聚乙烯多孔材料操作容易，可塑性

高，材料在体内可促进自体组织长入，不易感染

及外露，具有较好的修复效果，对颅骨缺损修复

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张奕标等
[43]

 硅橡胶涤纶丝网 91例患者术后出现头皮下积液 56例，其中积液量小

于 20 mL者 11例，20~50 mL 27例，大于 50 mL18

例。通过抽除积液，加压包扎等处理后，4周内均

痊愈，术后平均随访 6周，皮下积液未见复发 

使用硅橡胶涤纶丝网行颅骨修补术，出现头皮下积

液的病例较多，经引流处理后预后较好，可做为

颅骨修补的一种选择 

 

表 4  其他材料临床应用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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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应用足量有效抗生素，术中严格无菌操作，尽量减少

手术室人员，尽量减少植片暴露时间，皮下紧密缝合。

术后继续应用抗生素，注意勤换药，一旦发现切口有缺

血表现可早期间断拆线，同时可采用局部TDP灯照射等

理疗方法。如果伤口局部发生缺血坏死，则应继续换药

至伤口完全愈合；如果感染不重、修补材料没有外露，

可以在加强全身抗感染治疗的同时加强局部换药。对于

严重感染的患者，如果短期内不能有效控制感染，则应

该及早取出修补材料，待感染完全控制后再次修补
[44]
。

如果原手术切口愈合不佳，或切口局部有线结反应均应

延期手术，否则容易导致手术感染而失败。如局部无明

显感染时可将外露材料切除，用抗生素冲洗术野后缝合

头皮，免去二次手术。 

2.3.5  术后癫痫的防治  对于癫痫患者术前术后应服

用抗癫痫药物。如果术前经CT或MRI检查能明确癫痫

灶，术中可以在皮层脑电图监测下清除癫痫灶
[45]
。术中

应保护大脑皮质及硬脑膜内层，减少损伤与粘连，预防

癫痫的发生。 

2.3.6  顽固性疼痛的防治  对于因为修补材料局部刺

激所致的疼痛，一般可予对症止痛和局部理疗。如果是

因为修补材料固定脱落刺激局部软组织，则需要重新手

术固定。 

2.3.7  防止自体骨瓣吸收  减少骨瓣钻孔，防止新生肉

穿组织将自体骨瓣逐渐吸收。仅于骨瓣周边各钻一细孔

以作固定之用，中央区钻两细孔，以悬吊硬膜之用。裂

开的骨瓣不要再回植，以免吸收。 

2.3.8  严防颅骨替代物浮起  颅骨替代物一定要固定

牢固，钛钉不能松动。 

 

3  结论 

 

通过对纳入文献的颅骨修补材料应用情况分析不

难得出：近年来常用的颅骨修补材料有多种，其性能及

临床应用效果不尽相同，各有其自身的优缺点，应根据

患者病情、经济条件、当地设备及技术水平等选择理想

的颅骨修补材料。术前对患者进行详细评估，术中严格

执行规范化操作：注意无菌操作、彻底止血、严密缝合

等，术后应严密观察病情，避免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进而达到更好、更满意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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