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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聚乙烯多孔材料在创伤性眶底缺损整复的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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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观察高密度聚乙烯多孔材料 Med p or 在眶底缺损修复中的临床应用效果
,

分析相关并发症的术后 改善情况
。

方法
:

20 01 年 1 月起选取 20 例创伤性眶底缺损患者采用高密度聚乙烯多孔材料作为 眶底填充材料实施眼眶重建术
,

同期选取 16 例 常

规钦金属修复作为时照
。

术后 6 m 嘱患者进行复查评价两者的治疗效果 ; 评价内容包括患者外貌
、

眼球功能和创伤性眶底缺损常

见并发症的改善情况等 ;术前及术后 6 m 头颅三维螺旋 CT 检查观察眶底缺损修复后 眼眶结构的连续性
。

结果 : 36 例患者术后 面

中部时称性都逐渐恢复
,

眼球的运动功能明显好转
。

创伤性眶底缺损常见并发症如眼球内陷
、

复视及眶下神经感觉迟钝术后明显

改善
,

采用 M ed por 材料修复和常规钦金属修复的患者无明显差异
。

同期螺旋三维 CT 显示与钦金属修复相比
,

采用生物材料保持

了眶结构的连续性
,

维持 了正常眶容积
。

有利于缺损修复
,

骨缺损面积明显缩小
。

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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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体骨组织长入
,

具有较好的修复效果
,

对临床眼 眶修复重建的手术治疗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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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眶底缺损修复治疗方法是在骨折处钉人起固定作用

的金属支架或采用自体组织移植
。

但两种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缺

陷
,

传统的自体骨移植常采用骼骨及肋骨移植 ;缺点是容易吸

收
。

密质骨如颅骨外板
、

下领外板修复的不足之处是创伤大
、

出

血多
、

供母量有限
、

塑形不满意及患者不易接受等
。

此外
,

采用
“

拆东墙补西墙
”

的自体移植方法增加了患者的痛苦
,

可导致供

眯
.

的功能障碍I’!。 而金属材料不会降解
、

吸收
,

但金属异物永久

滞留在体内
.

具有潜在的危害性
,

金属材料的塑性较差
,

需提前

预制
,

长期疗效观察并不理想
。

而采用高密度聚乙烯多孔材料

代替现用的金属材料制成相应骨组织替代材料
,

对周围组织木

身损伤小
.

组织相容性好
.

而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临床手术伙

我院 2001 年以来采用高密度聚乙烯多孔材料对创伤性眶底缺

损患者进行手术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

现报告如下
。

材料和方法

1
.

1 材料的基本性能

M ed Po r 材料(PO R E X
,

美国 )是由高密度聚乙烯制成的多

孔植人材料
,

孔径大于 100 o m
,

孔隙率为 50%
。

有各种成型材

料
,

最薄的为 0. sm m
。

该材料在 100 ℃下可任意塑形和剪裁
,

并

可多块植人
。

该材料通过美国
“

FD A’
’

批准应用于颅领面外科
、

眼科等领域
。

】
.

2 一般资料

*
基金项 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编号
: 3 0 10 0 2 1 0)

作者简介
:
周云彪

,

(1 964
一

)
,

男
.

汉族
,

籍贯
:

内蒙古
.

副主任医师
,

学士学位
,

研究方向
:

骨组织修复与重建

通讯作者
:

聂鑫
,

四川大学华西 口腔医院领面外科
,

6 10 0 4 1
,

T el: 0 2 8
一

8 17 7 4 2 6 0
.

E m a il: d r
.

x in n ie @ g m a il
.

eo m

(收稿日期
: 2 0 0 6

一

0 8
·

1 1 接受日期
: 2 0 0 6

一

0 9
一

2 3 )



选择伴有外伤性眶底缺损的住院患者 20 例
,

采用 Med Po r

作为眶底填充材料实施治疗
。

流行病学资料显示患者眶底缺损

均为眶底粉碎性骨折导致
,

并伴有不同程度上领骨 / 颧骨骨

折
。

患者男性 13 例
,

女性 7 例 ;年龄为 18
一

60 岁
,

平均 38 岁
。

其

中拳脚伤 3例
、

钝器砸伤 12 例及车祸伤 5例
。

均为单眼受伤
,

其中左眼 8 例
.

右眼 12 例
。

同时选取同期眶底骨折患者采用钦

金属实施治疗作为对照
。

1
.

3 实施方法

患者术前进行三维螺旋 CT 观察骨折缺损部位及范围
。

手

术在全麻下距下睑缘 Zm m 平行睑缘切开皮肤
,

潜行分离至睑

缘切开骨膜
,

剥离骨膜伸向显露母折处
,

保持
碑

母膜的完整性以

避免眶内脂肪脱出
,

直视下明确骨折范围
,

取出碎骨片
,

松解眶

下神经血管束
.

将嵌人上领窦内的眶组织尽量完整还纳回眶

内
。

充分暴露骨折缺损断端并解剖复位
,

将高密度聚乙烯材料

修整成相应形状并植人缺损处
,

采用生物胶或缝合固定
,

植人

后使患眼高于健眼 Zm m 为宜
。

依次缝合眶缘骨膜
、

皮下组织和

皮肤
。

术后给予抗感染及对症治疗
,

7
一

10 天拆线
。

1
.

4 评价标准

术后 6 m 嘱患者进行复查
,

评价内容包括患者外貌
、

眼球

功能和创伤性眶底缺损常见并发症的改善情况等; 同期行三维

螺旋 CT 观察眶底缺损修复情况及眶底骨质修复后的连续性
。

2 结果

2
.

1 疗效观察

全部病例切口均为一期愈合
,

术区肿胀 4
一

6w 完全消退
。

植

人的 Med pe r均无感染
、

暴露
、

排斥的情况
。

20 例采用 Med po r

材料修复的患者经 6 m 随访
,

面中部对称性都逐渐恢复
,

眼球

的运动功能改善明显
。

其中 9 例伴有眼球内陷的患者术后 6 例

得到矫正
.

3 例好转刀 例伴有复视的患者术后 5 例消失
,

2 例

好转
,

11 例伴有眶下神经感觉迟钝的患者术后改善 9 例
。

16 例

采用钦金属修复的患者经 6m 随访
,

其中眼球内陷 8 例术后 7

例得到矫正
,

l例好转 ;复视 8 例术后 5 例消失
,

好转 3 例 ; 眶

下神经感觉迟钝 8 例术后改善 7 例
。

2. 2 三维螺旋 CT 检查

术后头颅只维螺旋 CT 检查显示两种手术都有效保持了

眼眶结构的连续性
,

眼眶容积与正常眼容积一致
,

采川 Med PO r

有利于缺损修复
,

受区骨组织无明显吸收
。

研究同时表明合并

症无明显改善的病例均发生在陈旧性骨折患者
,

与手术及材料

无明显相关性
。

3 讨论

眶底骨折主要是由于钝器打击眼眶软组织及眶缘
,

导致眼

压突然增高和眶壁坍塌所致
。

由于眶结构的解剖特性
,

眼眶底

部为上领窦
,

结构比较薄弱
,

是眼眶爆裂性骨折的好发部位
.

眶

内软组织易嵌顿到上领窦内
,

造成眼球内陷和移位
,

眼球运动

障碍和复视及眶下神经感觉丧失等系列综合征 131 。

由于眶壁骨

折可以引起眼球内陷及复视
.

给患者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的

不便
。

所以临床上对眶壁骨折以积极采取手术方法使软组织复

位
、

缺损修复和眶腔重修为原则
。

但眶结构比较复杂
,

眶颧骨折

后眶颧骨及邻近组织器官移位
、

塌陷及缺损造成复杂的继发畸

形
,

眶容积增大
、

眶壁不完整
、

眶内容物痛出导致治疗比较困难 141 。

常规手术截骨复位可以恢复局部解剖外形
,

但对于畸形严重又

有骨组织缺损者往往效果较差
。

眶底骨壁的缺失需要置人一种

不吸收
、

不排斥的植人物
,

以维护面中份的正常容貌和眼球突

度
。

我们的临床研究表明手术中采用 M ed pe r材料进行充填是

改善和治疗眼眶爆裂性骨折并发症的有效治疗方法
,

不同手术

时机
、

填充材料量的估计及手术方案对改善眶底骨折并发症也

有着重要的影响
。

研究显示采用高密度聚乙烯多孔材料 M ed pe r修复眶 )份丹

折缺损使手术效果达到新水平
,

未发现一例填充物排异反应和

因手术而损害视功能
。

安全性分析表明 M ed po r组织相容性
、

血

管化好
,

容易塑型
,

自体组织长人 Med pe r后可加固其硬度
,

而

无周膜及界面产生日
。

与常规材料相比
,

M ed pe r材料在眶底缺

损修复中具有以下优点: ¹ 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

可替代自

体骨用刊匡颧骨折眶容积增大眼球内陷的矫正
,

内部微孔结构

有利于毛细血管及纤维组织的长人
,

使置人之假体能与邻近组

织牢固结合
,

在整复中无须钦钉进行内固定
。

以前临床观察也

证实 M ed PO r 能与骨骼及表面软组织发生牢固的纤维结合161 。

º 易于雕刻塑形
,

在手术前可采用头颅三维螺旋 c T 检查可准

确显示眶颧区及周围骨折移位情况
,

了解眶容积变化
,

判断复

位的距离为置人材料量提供了依据
,

术中可用手术刀进行雕

刻
,

需要时可用多层或厚型材料l,l 。

» 具有一定的硬度
.

可起到

对表面软组织的支撑而不致于发生扭曲变形
,

用于骨性轮廓修

复及填充有较好的效果
,

在手术中将 Med pe r适当塑形植人眼

球正下方的骨膜与骨性眶底之间
。

根据与对侧对比可再调整修

复体的厚度
。

利用其物理特性使患眼突出度高于健眼 Zm m 左

右
,

可在创面炎症消失后保持两眼的对称性
。

木研究对 Med PO r 材料及常规钦金属修复进行了比较
,

结

果表明两者在短期疗效上无显著差异
,

但钦金属修复需提前预

制
、

操作复杂
、

费川昂贵
,

在一般医院难以开展
。

相比而言
.

采用

M ed po r 材料更具有临床操作性
,

木实验中合并症无明显改善

的病例均发生在陈旧性骨折患者
,

其原因可能是骨折时间较

久
,

嵌人上领窦的眶内容物与周围结缔组织发生了粘连
,

眼球

内陷明显
,

神经及血管受断端挤压时间过长从而导致疗效难以

预期
,

与手术及材料无明显相关性
。

综上所述
,

笔者认为高密度多孔聚乙烯 Med por 材料具有

生物相容性好
、

易于雕刻塑形
、

可血管化的优点
,

合理使用

M ed po r材料可以有效的提高手术疗效
。

其远期效应有待于进

一步观察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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