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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性颅骨缺损成形术中国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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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创伤性颅骨缺损（以下简称：颅骨缺损）是
由于凹陷性粉碎性颅骨骨折、开放性颅脑损伤、重型

闭合性颅脑创伤合并难治性颅高压而行去骨瓣减压

术等所致。较大范围的颅骨缺损患者因大气压使局

部头皮下陷，可能会导致颅内压的不平衡、脑组织移

位以及大脑半球血流量减少和脑脊液循环紊乱，从

而引起一系列的临床表现，主要包括：头痛、眩晕、易

激惹、癫痫、无其他原因可解释的不适感和各种精神

障碍［１－４］。颅骨成形术不但能够修复颅骨缺损、恢

复患者的头颅外貌和保护功能，还能有效地恢复正

常脑脊液动力学和大脑皮质血流灌注，有利于减少

颅内并发症，有助于患者的神经功能恢复。

颅骨缺损成形术的临床证据

一、颅骨缺损成形术的适应证

颅骨缺损直径＞３ｃｍ；缺损部位有碍美观；存在
颅骨缺损相关的临床症状，如头晕、头痛等症状，或

有严重的心理负担影响生活与工作［２－４］。

二、颅骨缺损成形术的时机

１．开放性颅脑创伤患者：对于伤口比较清洁的
开放性颅骨粉碎性骨折、无颅高压的患者，建议一期

行颅骨成形术。１９９２年，国外学者分析了复杂性颅
颌面开放性骨折的结果显示，手术后患者的神经功

能障碍恢复和切口感染发生与一期行碎骨片复位、

骨移植及金属物质植入均无明显关联，表明一期行

颅骨成形术在脑功能恢复、外观和手术技巧都是切

实可行的［５］。１９９９年，国外学者回顾性分析了
８４例复合型凹陷性颅骨骨折的患者，观察不同手术
时机选择的远期效果，结果表明，凹陷性颅骨骨折的

碎骨片在一期复位不会增加感染的发生率［６］。国

内学者的研究也发现，对于创口条件好、污染不严重

的开放性颅脑创伤合并有凹陷性骨折的患者，一期

行彻底清创或其他手术的同时，应用钛金属板一期

修复颅骨缺损完全可行，不会增加感染的发生

率［７］。越来越多的临床证据显示，对无明显禁忌证

的开放性颅脑创伤患者，若合并有需要修补的颅骨

缺损，一期行颅骨成形术安全有效，可避免患者的二

次修补手术。但是，对于污染较严重的开放性颅骨

骨折以及可能存在感染的开放性颅骨骨折，应该彻

底清创、摘除碎骨片，禁止行一期颅骨成形术，必须

在感染完全控制６个月以上再行颅骨成形术［２－４］。

２．闭合性颅脑创伤患者：对于严重闭合性颅脑
创伤的患者，因颅高压行去大骨瓣减压术造成的巨

大颅骨缺损，传统观点认为颅骨成形术应在术后６～
１２个月施行。但颅脑创伤急性期后，随着脑水肿的
减退、颅内压的下降，去骨瓣减压术后造成的较大范

围颅骨缺损将会给患者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近年

来，对于去大骨瓣减压术造成的颅骨缺损，越来越多

的临床医生主张施行早期颅骨成形术（３个月以
内）［８－１３］。通过头颅 ＭＲＩ或 ＣＴ的灌注成像发现，
颅骨成形术能够改善去骨瓣减压术后患者的脑组织

灌注水平，纠正脑脊液循环的紊乱［８］。进一步研究

发现，颅骨成形术施行时间与脑血流量有关，早期颅

骨成形术组患者的脑血流量改善较传统颅骨成形术

组更为显著［９］。对颅脑创伤去骨瓣减压术患者分

别采用早期颅骨成形术（＜３个月）或常规时间颅骨
成形术（＞６个月），观察去骨瓣办减压术后不同时
间颅骨成形术对患者预后的影响，结果发现，早期行

颅骨成形术组的患者在伤后１５个月的神经功能预
后评分显著高于常规颅骨成形术组的患者［１４］。

２０１５年，一项研究系统性回顾了颅骨成形手术时间
对手术并发症和患者预后的影响，对符合要求的

９项研究进行荟萃分析，结果发现，早期行颅骨成形
术能够显著缩短手术时间、改善患者预后，而且不增

加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１５］。但是，也有研究发现，

早期行颅骨成形术较晚期颅骨成形术无明显优

势［１６－１７］。２０１３年，一项研究分析统计了 １０５例颅
脑创伤去骨瓣减压术后颅骨成形术的时间与患者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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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关系，结果未发现颅骨成形术的时间对于颅脑

创伤患者的预后有显著的影响［１６］。２０１２年报道的
一项回顾性研究中，共纳入了２８０例颅脑创伤去骨
瓣减压术后行颅骨成形术的患者，结果认为，早期颅

骨成形术组的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显著高于晚期颅

骨成形术组的患者［１７］。所以，综合分析国内外已发

表的数据，早期颅骨修补术是否能够明显改善去骨

瓣减压术后患者的预后，仍缺乏足够的大数据证据

支持，有待于进一步的大样本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

试验研究证实。总之，由于巨大的颅骨缺损对脑组

织可能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在排除手术禁忌证和病

情允许的前提下，应尽早实施颅骨成形术，此观点已

经逐步被神经外科医生所接受。

三、颅骨缺损成形术的材料选择

颅骨缺损修补材料主要分为：自体颅骨保存移

植和人工颅骨材料。

１．自体颅骨保存移植：自体颅骨因为相对经济、
组织反应性小且无需塑形、合乎生理解剖要求、无排

斥反应等优点，仍然被许多神经外科医生所使

用［１８］。但是，自体颅骨保存的安全性和效果性仍存

争议。自体颅骨保存可在生理状态下保存颅骨（如

患者的腹部皮下脂肪层内），但可能增加患者的痛

苦，保存过程中颅骨可能出现吸收变薄、骨性能下

降，导致术后出现骨板松动、塌陷等并发症。而深低

温体外保存的颅骨瓣可保持骨细胞活性，冷冻骨瓣

基质中的骨引导物未被灭活，修复后骨瓣可存活并

与周围骨质融合。但此方法要求超低温保存所需得

特殊设备，普通医院不易做到［１９］。同时，长时间深

低温保存也存在颅骨瓣骨性能下降、增加手术感染

率等风险。

２．人工颅骨材料：主要包括自凝塑料、硅橡胶
片、有机玻璃、高分子聚合材料、骨水泥、不锈钢丝

网、钛条和钛板、聚醚醚酮颅骨等［２０－２４］。目前，国内

使用最多的人工颅骨成形材料为钛网，特别是三维

数字塑形钛网在发达地区的大医院已广泛应用。钛

合金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较低的生物退变性，

组织反应性较小，术前计算机辅助塑形效果较佳，固

定操作简单，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低。但可塑形钛

网的价格较为昂贵，有导热性、放射伪影、磁共振干

扰等缺陷，同样也存在一定的排异反应和感染风险。

所以，开发价格合理、组织相容性好、易塑形、抗外力

性能强的新型修补材料仍将是今后研究的方向［２３］。

四、颅骨缺损成形术后常见的并发症和后遗症

及其处理

颅脑创伤后颅骨缺损成形术后常见的并发症和

后遗症包括：头皮下积液、切口或颅内感染、骨吸收、

颅内出血、脑脊液漏、癫痫和皮瓣坏死等［２０，２５－２７］。

大部分皮下积液可自行吸收或经抽吸并加压包扎后

治愈。颅骨成形术区感染早期应该积极采用抗生素

保守治疗，一旦手术部位感染无法控制、甚至化脓，

只能去除颅骨修补材料，彻底清创和引流。颅骨成

形术后偶发癫痫可以不采用抗癫痫药物，频发癫痫

则需要规范的抗癫痫治疗。为了有效降低颅骨成形

术的并发症，临床医生应该在颅骨成形术前对患者

的手术指征和时机做出正确评估，如患者的全身情

况、局部皮瓣情况、颅内状况等，术中应严格无菌操

作和合理预防性应用抗生素等。

颅骨缺损成形术的专家推荐

一、颅骨缺损成形术的手术指征

颅骨缺损直径＞３ｃｍ；颅骨缺损有碍美观；颅骨
缺损有相关的临床症状者，如头晕、头痛等症状或心

理负担影响生活与工作。

二、颅骨缺损成形术的手术时机

如无手术禁忌证，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提倡早

期行颅骨成形术。

三、颅骨成形术的修补材料

钛网是目前临床最常用的人工颅骨修补材料，

提倡自体颅骨保存再植入。

四、颅骨缺损成形术并发症的防治

术前正确评估颅骨成形术的指征和时机，术中

严格无菌操作和预防性规范使用抗生素，能有效降

低术后感染。

五、颅骨成形术的禁忌证

头皮切口愈合差；头皮和颅内感染未治愈；颅骨

缺损皮瓣张力高等。

颅骨缺损成形术的前景

目前，关于颅骨缺损成形术的适应证、时机、禁

忌证、修补材料、颅骨保存及修补方法等仍没有绝对

统一的标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临床应用研究

的深入，尤其是组织相容性更好、抗压力强、塑形更

完美的人工材料（如聚醚醚酮颅骨）的临床推广，以

及３Ｄ打印技术、组织工程学材料的蓬勃发展，将为
颅骨缺损成形术提供更完美的材料和技术，手术并

发症将进一步下降，临床效果会更加满意［２８－３１］。

说　　明

一、本共识是我国神经外科行业内指导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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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备法律功效。

二、随着颅骨缺损成形术临床应用研究的不断

进步，以及相关循证医学证据的不断增加，本共识将

随之修改和完善。

三、本共识适用于成人颅脑创伤导致的颅骨缺

损患者，其他类型颅骨缺损可参照执行。

四、本共识仅供神经外科及相关专业医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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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刘岩红）

·消息·

第十四届全国功能神经外科宣武讲习班通知

　　第十四届全国功能神经外科宣武讲习班将于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１日至２５日在北京举行，本期讲习班将研讨运动障碍病、癫
痫、疼痛等功能脑病的临床研究进展，同时直播手术。课程内容包括：运动障碍病的神经调控治疗及进展、顽固性癫痫的致痫

灶定位技术进展、功能区致痫灶的切除技术、癫痫的神经调控治疗及进展、慢性疼痛的神经调控治疗及进展、内镜技术在慢性

疼痛治疗中的应用等。手术直播内容包括：脑深部电刺激术治疗帕金森病、内镜下腰椎间盘突出摘除术、顽固性癫痫的致痫

灶切除术等。本次活动为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参加者将授予国家级继续教育Ⅰ类１０学分。欢迎神经外科、疼痛科、神经内
科、神经电生理、骨科和康复科等相关专业的人员参加。

联系人：陶蔚、鲁晓利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３１６３１７４，０１０８３１９８８８２
Ｅｍａｉｌ：ｂｉｆｎ１９９８＠ｓｉｎａ．ｃｏｍ
地址：１０００５３北京市西城区长椿街４５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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