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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生物医学科学发展的进程中，实验动物模型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生物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动
物模型。
如果没有动物实验模型，医学科学要想迅速地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医学科学的发展，除了在医疗实践中不断总结临床经验外，很重要的一条捷径就是进行动物实验。
应用动物模型可以深刻揭示疾病的本质，可以全程、动态观察疾病的全貌，可以使某些有很长潜伏期
、病程很长、发病率很低的疾病在动物模型上用较短的时限加以复制。
总之，动物模型是医学科学发展不可缺少的、至关重要的工具。
　　几乎大多数人类疾病都已建立了相应的动物模型，然而在创伤愈合和瘢痕研究中却缺乏理想的瘢
痕动物模型。
著名创伤研究专家王正国院士曾指出：“在创伤修复的实验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异常的瘢
痕形成的动物模型。
”没有动物自身发生病理性瘢痕的实验模型，无疑对创伤的深入研究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创伤对众多的人群产生着严重的伤害，而创伤愈合后病理性瘢痕的产生，又可能使伤者面临再一
次的、有时是十分严重的“再伤害”。
据统计，人群总体病理性瘢痕的发生率为5%～15%，而烧伤后其发生率甚至高达33%～91%。
瘢痕对人的伤害，轻则影响外观、影响机体的正常功能，重则毁容，甚至使人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因此，瘢痕防治的研究也就成为创伤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
然而，由于此前“病理性瘢痕是人类特有的病理现象”，“动物不产生病理性瘢痕”等错误的认识一
直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事实上到1997年以前，的确没有出现动物产生病理性瘢痕的实验模型。
研究中常用的裸鼠模型虽然不失为研究瘢痕的一种有用的工具，但它毕竟不，能取代能自身产生瘢痕
的动物模型。
这种情况直到1997年才有所改变，国外学者Morris在兔耳创面发现有真皮过度增生现象。
我们于1998报道了建立兔耳瘢痕模型的资料后，将能产生病理性瘢痕的兔耳模型引入创伤及瘢痕研究
的工作才逐渐展开。
此后，国内许多学者相继在利用兔耳瘢痕模型上取得了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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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十四章,以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全军整形外科中心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国内外文献介绍
了动物实验模型在创伤修复及瘢痕研究中的重要性,目前国内外有关创伤研究动物模型的研究进展,动
物模型优缺点的比较,建立瘢痕动物实验模型的研究成果、应用情况,以及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应用兔耳
模型进行的相关研究等。
本书给创伤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同时，由于瘢痕动物实验模型的建立，在瘢痕研究
中能更深层次地揭示瘢痕发生机制的奥秘，为瘢痕防治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手段。
本书适合整形、美容和创伤医学专业的临床医师和研究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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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王波涛等（1999）报道，CGRP不仅是作为神经的递质传递痛觉信号，而且还是一种强力血管扩
张剂，可以引起包括皮肤在内的周围神经原性炎症反应，并且参与皮肤免疫功能的调节。
CGRP是由传出神经元合成的神经肽，当皮肤软组织受伤时，神经末梢会释放出大量CGRP。
作者在35只SD鼠Ⅱ°烫伤15%-20%体表面积模型上进行了相关研究，于伤后15min及伤后6、12、24
、48和96h测定了CGRP的分布及含量。
结果：①正常皮肤的全层及其附件中都含有CGRP的神经，尤其在真皮乳头层、表皮、毛囊及真皮深
层中分布较密集，含有CGRP的神经大多数是沿着血管走行，最终以裸露的神经末梢离开微血管，进
入表皮和真皮。
②在烫伤鼠的创面、伤口周围和伤口远侧的未受烫伤的皮肤中，CGRP的含量有不同的改变：在伤
后15min，以上三个部位含有CGRP的神经数量都明显减少，伤后6-12h，含CGRP神经的数量减少最明
显，然后才逐渐恢复。
在三个部位中，创面含CGRP神经的数量减少最为明显，恢复也较晚，至伤后96h其值仍处于低水平；
而伤区周围其值恢复早于创面，也早于伤区以远的皮肤，恢复的程度较高。
本实验表明，鼠烫伤后12h内，伤区、伤区周围及伤区以远的皮肤中，含降钙素基因相关肽的神经都
明显的减少，但这三个部位其改变的程度并不相同，而且恢复的时间及程度也各异。
对此，作者的解释是：①烫伤发生后的应激反应使神经末梢释放出CGRP，神经内的CGRP含量大大减
少，反映为伤区含CGRP的神经纤维数量下降，三个部位含CGRP神经数量的差异，是由于创伤程度不
同的结果；②含CGRP神经数量的减少还与神经元合成能力在伤后降低有关，伤区由于神经损伤的数
量多，也是CGRP减少的原因之一。
　　Cherardini等（1996）在进行改善缺血性皮瓣成活的实验时证实，在缺血状态发生之前如果使
用CGRP，可以减轻皮瓣的缺血性损害，而一旦皮瓣发生缺血后，再使用CGRP其用量需要加大才能奏
效。
CGRP所以能使缺血性皮瓣得以改善，其机制是：①CGRP可以强力地扩张血管；②CGRP有防治组织
缺血再灌流性损伤的效应；③CGRP对微循环有溶栓作用和抗炎效应。
另一作者Jenbeak对19例出现循环障碍的皮瓣经静脉注入CGRP后的效果进行了观察，有13例皮瓣获得
全部成活，另有3例也大部分成活。
　　Engin（1998）在鼠背部全层皮肤缺损伤模型上切断鼠的脊神经，造成伤区的无神经支配，另一组
为不切断脊神经组，然后将CGRP分别注入受伤鼠的腹腔及创面。
结果：保留神经的伤区在用CGRP后，创面愈合时间由正常的4周缩短至3周；而失神经组的创面延迟
至8周才能愈合，而且在失神经组应用CGRP并不能改善其愈合状况。
结论是：CGRP促进伤口收缩、愈合的作用只是在有神经支配的条件下才能发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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