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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皮肤的结构与功能

第一节　皮肤的结构

皮肤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并含有丰富的血管、淋
巴管和神经，还有皮肤附属器，包括皮脂腺、汗腺、毛发和指
（趾）甲组织。皮肤由外胚层和中胚层两个原始胚层分化而成。

外胚层分化出人的表皮及皮肤附属器。中胚层演变成胚胎的间
叶，后来发育成为真皮。

一、表皮

表皮是皮肤的浅层，没有毛细血管，其营养靠真皮层的血管
供给。表皮主要由角质形成细胞、黑素细胞、朗格汉斯细胞、梅
克尔细胞４种细胞组成，其厚薄因部位而异。表皮的平均更替时
间约为３９天，增生期１３天，角质细胞成熟期１３天，角质细胞
转型期１３天。正常情况下，表皮细胞的剥落与新生维持在一个
平衡状态，若是这个平衡状态被破坏了，就会导致皮肤病变。

（一）角质形成细胞

角质形成细胞是表皮的主要细胞。借助显微镜观察，角质形
成细胞分为５层，从内向外依次为：基底层、棘层、颗粒层、透
明层及角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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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基底层

基底层又称生发层，由一层与表面呈垂直栅状排列的矮柱状

细胞组成。基底细胞有嗜碱性的细胞质和暗色的卵圆形细胞核
（ＨＥ染色），是表皮内新陈代谢最旺盛的细胞。基底细胞不断分

裂，每４～６周再生，产生的新细胞逐渐往上推移、角化、变形，

形成表皮其他各层。

基底细胞以半桥粒与基膜连接，邻近的基底细胞以桥粒相

连。

２．棘层

棘层位于基底层上面，由４～１０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多角形

细胞组成，由下向上渐趋扁平。棘细胞有弱嗜碱性的细胞质及圆

形细胞核 （ＨＥ染色），细胞表面具有特殊的棘状突起，外观颇

似有棘的种子，故名。

３．颗粒层

颗粒层由梭形或扁平细胞构成，在角质层薄的部位为１～
３层，而在掌跖等角质层厚的部位细胞可达１０层。颗粒层细胞

在其细胞质内有深染嗜碱性的透明角质颗粒 （ＨＥ染色），故名。

透明角质颗粒包含两种蛋白质：丝聚合蛋白原 （ｐｒｏｆｉｌａｇｇｒｉｎ）及

角化外膜蛋白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ｉｎ）。这两种蛋白质是角蛋白的先驱物

质，在正常皮肤角化过程中最主要的代谢变化就是发生在颗粒

层。细胞从有核的分裂性细胞逐渐转变成扁平细胞，整个细胞几

乎由角蛋白所构成。颗粒层细胞层数增多时，称为粒层肥厚，常

伴有角化过度；颗粒层消失，常伴有角化不全。颗粒层细胞内另

外含有一种颗粒称为板层颗粒，它的主要成分是糖蛋白、多糖、

脂质等先驱物质。这些物质会分泌到细胞间隙形成细胞外脂质，

帮助形成表皮的屏障并防止水分流失。

４．透明层

透明层位于角质层的下面，是由数排扁平的细胞组成，含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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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蛋白。能防止水分、电解质和化学物质的透过，故又称屏障

带。通常在脚底或手掌才能发现此层透明扁平的细胞，其他部位

则很难在显微镜下区分出。

５．角质层

角质层是表皮的最外层，由数层无核的扁平细胞堆积成板状

结构，平均１５～２５层，最厚有１００层，如手掌及脚掌。细胞内

含有成熟的角蛋白，代表角化过程的结束。这些细胞被由颗粒层

细胞分泌到细胞间隙的板层颗粒变成的细胞外脂质包围住，彼此

的关系就像砖块与水泥。角质细胞是 “砖块”，被脂质形成的
“水泥”包住，成为一道坚固的屏障，可以防止微生物及异物的

侵入，减少水分经皮肤丧失。以往都认为角质层细胞是死的细

胞，无代谢功能，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学者发现它有着像感应

器一样的功能。当此屏障受到破坏时，角质层细胞就会启动一连

串的修复讯息，传导给基底细胞进行修复。

（二）黑素细胞

黑素细胞是由神经嵴突衍生而来的，在胚胎发育时期移行到

表皮的基底层，分散在基底细胞之间，主要功能是制造黑色素。

它会伸出长的突起到棘层，当作是黑色素颗粒传递到角质细胞的

传输导管。黑色素主要由酪氨酸代谢合成，以黑色素小体的形态

经由黑素细胞的突触运送到角质细胞，以吞噬作用的方式进入棘

层。所有人种的黑素细胞数目是一样的，肤色的差异主要是由于

黑色素小体的数目、大小、排列方式不同。

（三）朗格汉斯细胞

朗格汉斯细胞是一种树突状细胞，类似黑素细胞，衍生于骨

髓，约占全表皮细胞的５％。其位于表皮的较高部位，借助电子

显微镜观察可见外表很像网球拍的颗粒。其功能是负责把外来的

抗原传送给淋巴细胞，引发Ｔ细胞免疫反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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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梅克尔细胞

梅克尔细胞常见于表皮的基底层，特别是皮肤较厚的地方，

如手掌与脚掌的皮肤。它与基底细胞相似，有着比较清澈的细胞

质，可以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到特殊的高密度颗粒。真皮神经末梢

纤维通常会与其相连，其可作为低阈值的触摸感觉接受器。

二、真皮

真皮是一层位于表皮下的结缔组织，平均厚度为１～４ｍｍ，

占皮肤约９５％的厚度。它是紧实有弹性的支撑构造，包含有丰

富的血管、神经、淋巴管和肌肉。真皮源自于中胚层，主要由细

胞、纤维及无定型的基质构成，在组织学上大约可分为接近于表

皮层的真皮乳头层和较深的真皮网状层。乳头层指的是由真皮向

表皮层凸出的乳头体及其下的部分，此层含有丰富的纤维结缔组

织及毛细血管、游离神经末梢，可以将血液的营养传送给没有血

液供应的表皮，它的神经末梢则负责知觉传导作用。乳头层的波

浪结构与表皮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能增加皮肤对外力的抵抗能

力。皮肤老化时，此波浪状结构就会变得平坦，使皮肤较易受到

外力破坏。网状层位于乳头层下方，两层无明显界线，主要构造

为弹力纤维及胶原纤维，与皮肤强度、弹性及伸展性有关。

（一）细胞

１．成纤维细胞

成纤维细胞又称纤维母细胞，为梭状的间叶细胞，负责合

成、分泌、维持所有真皮层细胞外基质的主要成分，包括制造胶

原纤维、弹力纤维及无定型基质等主要成分。成纤维细胞在伤口

愈合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２．吞噬细胞

真皮中有许多活动的吞噬细胞，会吞噬进入真皮的异物。由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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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中的造血细胞衍生而来的吞噬细胞称为单核细胞。单核细胞

穿出血管分化形成的吞噬细胞称为巨噬细胞。

３．肥大细胞

肥大细胞的名字源自德文 “ｍａｓｔ”，为饱满之意。此细胞呈

圆形，内充满颗粒，以特殊的组织学染色法，如吉姆萨染色或者

甲苯胺蓝染色等便可看清楚。这些颗粒含有血管活性物质，如组

胺、肝素及５－羟色胺 （血清素）。在某种免疫反应下，肥大细

胞会将其内容物分泌出去。

（二）纤维

真皮层内的纤维最大的部分即为胶原纤维，是一种多肽，为

真皮的主要支持结构。在真皮乳头层的胶原纤维较细，排列较疏

散；而在真皮网状层的胶原纤维较粗，排列较紧密。除了胶原纤

维外，另一主要的纤维叫作弹力纤维。弹力纤维较胶原纤维细，

排列较疏松，缠绕在胶原纤维之间。弹力纤维具有弹性可伸展，

使皮肤在受到拉扯后可恢复原状，主要分布在真皮网状层。弹力

纤维的缺损可导致皮肤下垂，见于皮肤松弛症。

（三）基质

真皮层内除了纤维以外，其间的空隙由无定型的基质所填

充。基质的主要成分为糖蛋白及蛋白聚糖。糖蛋白属于蛋白质上

面结合有短链的寡糖，它的分子质量较蛋白聚糖小，例如纤维结

合素、板素，与纤维的安定性及排列有关。而蛋白聚糖则是核心

蛋白与糖胺聚糖结合成的巨大分子，常见的有玻尿酸、硫酸软骨

素、硫酸皮肤素、硫酸肝素，具有支撑纤维及维持基质的功能。

（四）血液供应

皮肤含有丰富的血流供应，约占身体总血流量的４．５％。皮

肤的供应血管主要是排成两排与皮肤表面平行的血管丛，较浅一

层位于真皮乳头层，较深一层位于真皮网状层，彼此互相联结，

５



负责供应皮肤的营养及体温的调节。体温的调节就是借由这两排

血管丛分流，当真皮乳头层血管丛血流量增加时可以散热；将血

流量分流到真皮网状层血管丛时，就可以减少热流失。表皮细胞

本身无血流供应，由真皮乳头层血管丛靠扩散的方式供应氧分及

营养物质。

三、皮下组织

真皮下方为皮下组织，下方则连接肌膜等组织，由疏松结缔

组织及脂肪小叶组成，又称皮下脂肪层，含有血管、淋巴管、神

经、小汗腺和大汗腺等。皮下组织的厚度随部位、性别及营养状

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皮下组织的主要功能是保温并储存能量，

同时也可作为内脏器官的缓冲垫。

四、皮肤附属器

（一）皮脂腺

皮脂腺是毛皮脂单位的一部分，存在于毛囊分布的位置。它

会制造皮脂，是脂肪、脂肪酸及细胞碎片混合物，对皮肤有保湿

的效果。皮脂腺的过度分泌是引起痤疮的一个因素。皮脂腺的分

布几乎遍及全身，甚至唇部、阴茎、龟头、包皮内面、小阴唇、

大阴唇内侧、阴蒂处也有皮脂腺，手掌、脚掌除外。

（二）汗腺

１．大汗腺

大汗腺又名顶泌汗腺、顶浆腺，发育和皮脂腺一样，在胚胎

期就已经大部分退化，在成人期只出现在少数特定部位，如腋

窝、脐窝、外耳道、乳晕、阴囊、小阴唇、肛门等处。大汗腺在

人体并无特殊的功能，是造成临床狐臭症的主因。

６



　
　
　
　
　
　
　
　
　
　
　
　
　
　
　
　
　
　
　
　
　

第
一
章
　
皮
肤
的
结
构
与
功
能

２．小汗腺

小汗腺又称外泌汗腺，源自小汗腺芽，全身皆可出现，在手

掌、脚掌及腋下特别丰富，它是皮肤附属器最重要的构造。小汗

腺与肾脏功能类似，可再吸收汗液中的电解质，另借着汗液的排

出及蒸发来调节体温的恒定。除唇部、龟头、包皮内面、阴蒂

外，小汗腺几乎遍及全身。

（三）毛发

大部分哺乳类动物的毛发功能都在于保护、保温。对于人

类，毛发的功能可能以美观装饰为主。全身都有毛发的分布，除

了掌跖、指趾屈面、唇部、龟头、包皮内面、小阴唇、大阴唇内

侧、阴蒂等处。毛发有两种形态：汗毛柔细且淡色，较短不明

显；终毛较粗大且暗色，较长且明显。

（四）指 （趾）甲

指 （趾）甲的发育和毛发相似，在胚胎发育的第３个月末

期，位于远位指 （趾）节背侧的表皮组织形成一片板状物侵入真

皮层，形成所谓的甲沟。这个沟下的上皮细胞继续生长形成甲母

质，甲母质继续分化、生长，最后角化形成硬的指 （趾）甲。指

甲可帮助手握住细微的东西并有保护的功能。指 （趾）甲的平均

厚度为０．３～０．６５ｍｍ，生长的速度约为０．１ｍｍ／ｄ，脚趾甲更

慢。

第二节　皮肤的生理功能

皮肤除了具有身体天然屏障的作用，还具有很多维持生命必

需的功能。这些功能关系着身体与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与维持

体内的平衡息息相关。它的主要功能如下。

７



一、保护作用

皮肤的保护作用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一）机械性的保护作用

皮肤本身具有一定的韧性，真皮的弹力纤维和真皮下的皮下

脂肪组织也具有一定的缓冲作用，能耐受轻度的搔抓和摩擦。

（二）物理性与化学性的保护作用

角质层细胞的 “砖块”与 “水泥”结构，形成一道坚固的屏

障，可以阻止外界化学物质进入人体。角质层本身的抗酸能力很

强，对一些分子质量较大的物质及非脂溶性物质都有阻隔的效

果。角质层的黑色素颗粒能反射和吸收部分紫外线，从而阻止紫

外线穿透皮肤伤害内部组织。

（三）生物防御作用

表皮的角质层周期性脱落可以有效地避免微生物的停留及侵

入。皮肤表面的角质层与脂质、汗水形成ｐＨ值为３．７至６．５的

酸性膜，这种弱酸性的环境不利于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及侵入。

二、调节体温作用

皮肤通过排汗与调节皮肤血流来调节人的体温。当体温过高

时，皮肤便增加排汗及增加真皮乳头层血管丛血流量来帮助散

热；当体温过低时，则减少排汗，同时将血流量分流到真皮网状

层血管丛，从而减少热流失。

三、感觉作用

皮肤有游离神经末梢、梅克尔细胞，以及冷、热、痛、触、

压、震动觉等接受器，可将外界的压力、温度、痛觉及瘙痒感等

讯息传导至中枢神经系统，从而指挥身体做出一些防卫动作。这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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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知觉讯息的传导，就是保护皮肤不受到伤害的一个重要机制。

而糖尿病患者，若血糖长期控制不良，导致周围神经病变后，其
末梢感觉神经受损，当受到伤害时，没有及时的防卫机制保护，

就会造成严重的伤口感染及伤口不愈。

四、分泌和排泄作用

皮肤的皮脂腺会分泌皮脂至皮肤表面，皮脂和水分共同形成
薄膜覆盖在皮肤表面，可以润滑皮肤，防止皮肤干燥，同时有抗
细菌、真菌的作用。小汗腺则能排出汗水，汗水中除了大部分是
水分，还包括钾、钠，以及尿素、尿酸等身体新陈代谢的副产
物，同时借由汗水的蒸发还可以帮助调节体温。

五、免疫作用

皮肤的角质细胞受到刺激后会分泌白介素、肿瘤坏死因子、

转化生长因子、黏合分子等物质，这些物质参与调节免疫反应及
伤口的发炎反应。朗格汉斯细胞会把外来抗原传送给淋巴细胞，

从而引发Ｔ细胞免疫反应。

六、帮助维生素Ｄ形成的作用

皮肤表皮细胞内含有的７－去氢胆固醇被紫外线照射后可以
转换成维生素Ｄ３，从而帮助肠道吸收钙。

第三节　常见的皮肤病

一、维生素异常

（一）维生素Ｄ３减少

当表皮层的维生素Ｄ３减少时，会导致骨质钙化受抑制，在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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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会造成维生素Ｄ缺乏症，俗称佝偻病，在成人则会造成
软骨病。

（二）缺乏维生素Ａ

当人体缺乏维生素 Ａ时，会使皮脂腺与汗腺的分泌受到抑
制，从而引起皮肤干燥、表皮变厚、变硬、毛孔角化等症状，导
致皮肤粗糙。

二、水疱性疾病

某些自体免疫异常的疾病，如类天疱疮及寻常性天疱疮就是
由胶质细胞间失去联结而引起的。另外，有些由于发炎机制所造
成的水疱性疾病，如表皮分解性水疱症是由棘层及基底层角质细
胞的角蛋白基因突变引起的。

三、增生性疾病

（一）银屑病

银屑病又称牛皮癣。由于角质细胞过度增生、角化，聚集了
分化不全的角质细胞。这些分化不全的角质细胞会提早脱落，形
成角化不全的鳞屑。

（二）疣

人体感染乳头状瘤病毒后会引起表皮细胞增生，从而形成
疣。

（三）恶性肿瘤

１．基底细胞癌
基底细胞癌是最常见的皮肤恶性肿瘤，通常侵犯人体局部，

很少远处转移，多发生于阳光长期照射的部位。

２．鳞状细胞癌
鳞状细胞癌的发病率仅次于基底细胞癌，是第二位常见的皮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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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恶性肿瘤，除了局部侵犯外，还具有潜在转移的特性，好发于

老年，男性较女性多发。皮肤鳞状细胞癌可能的致病因素有吸

烟、阳光照射、吃槟榔、慢性溃疡性伤口、免疫抑制、辐射性伤

害等。

３．黑素瘤

黑素瘤是源自于黑素细胞的恶性肿瘤。黑素瘤早期易被忽

略，并且容易远处转移，预后较差，所以对皮肤上的黑色素病灶

一般都要密切监测其变化。常用来监测黑素瘤的法则为
“ＡＢＣＤ”法则，即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不均匀，以及直

径大于０．５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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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伤口的愈合

身体的组织结构受到破坏断裂后，就会形成伤口，组织就会

依照本能的修复机制进行伤口的愈合过程。伤口的愈合过程看似

错综复杂，但却是井然有序的。一旦有不利于伤口愈合的因素存

在，就会使伤口愈合过程停滞，无法愈合。为了保证伤口能顺利

愈合，这就要求我们了解伤口愈合的机制以及影响伤口愈合的因

素，从而给予适当的治疗来促使伤口顺利愈合。

第一节　伤口的种类

随着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伤口的形成也有了变化。早期的

伤口多为外物击伤、刀剑伤、动物咬伤等；后来随着枪炮弹药的

应用，开始有了较复杂的枪弹伤、爆炸伤等；又随着现代文明的

进步，开始有了因为工业、交通等造成的意外伤害，如烧灼伤、

电击伤等。此外，还有一些慢性伤口，如糖尿病足、压疮、静脉

溃疡、动脉溃疡等。伤口一般可按下列几种方式来分类。

一、依照伤口是否计划分类

１．计划性的伤口

计划性的伤口一般指因手术造成的伤口，也称为手术切口。

这类伤口多是按无菌操作进行手术切割，术后伤口直接进行缝合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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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故伤口的愈合过程平稳，一般不会有感染发生。

２．非计划性的伤口

非计划性的伤口指的是在意外情况下，如车祸、工作意外等

造成的撕裂伤、擦伤、压碎伤、骨折等。

二、依照伤口是否开放分类

１．封闭式的伤口

封闭式的伤口指伤口外表的皮肤仍维持完整，如挫伤、瘀伤

等。

２．开放式的伤口

开放式的伤口指外表的皮肤或软组织有缺损或裂开，如撕裂

伤、擦伤、穿刺伤、切割伤、压碎伤、爆炸伤等。

三、依照伤口愈合时间分类

１．急性伤口

急性伤口一般指由外伤引起的伤口，如切割伤、撕裂伤、擦

伤、烧伤等。伤口仍在愈合的阶段，尚未完成愈合期。

２．慢性伤口

慢性伤口一般指无法在合理时间内 （３～４个月）愈合，而

且容易复发的伤口。常见的如压疮、静脉溃疡、糖尿病足、动脉

阻塞性溃疡等。

四、依照受伤原因分类

１．外伤性伤口

外伤性伤口指烧伤、切割伤、撕裂伤、挫伤、擦伤、掀裂

伤、刺伤、贯穿伤、咬伤等伤口。

２．感染性伤口

感染性伤口指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等感染引起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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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３．性传染病伤口

性传染病伤口如梅毒、下疳、疱疹等引起的伤口。

４．血管性伤口

血管性伤口如静脉性、动脉性、淋巴血管性阻塞等伤口。

５．神经性伤口

神经性伤口如脊髓损伤等伤口。

６．血管炎伤口

血管炎伤口如结节性血管炎、血清病等引起的伤口。

７．自体免疫系统疾病伤口

自体免疫系统疾病伤口如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等引起的

伤口。

８．恶性肿瘤伤口

恶性肿瘤伤口如血癌、皮肤癌、恶性肉瘤、转移性肿瘤等引

起的伤口。

９．代谢性疾病伤口

代谢性疾病伤口如糖尿病足、痛风等伤口。

１０．其他伤口

其他伤口如药物引起、放射治疗、营养不良、自残等伤口。

五、依照伤口深度分类

１．波及部分皮肤厚度的伤口

波及部分皮肤厚度的伤口指受伤的深度在表皮层及部分真皮

层，如擦伤、二度烫伤等。

２．波及全层皮肤厚度的伤口

波及全层皮肤厚度的伤口指受伤的深度包括表皮层及全层的

真皮层，甚至侵犯到皮下组织，如三度烫伤。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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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伤口愈合的机制

一、伤口的愈合方式

１．一期愈合
一般手术的伤口或外伤、慢性疾病造成的各种开放性伤口，

经过手术缝合后伤口愈合的方式就称为一期愈合。此种伤口愈合
过程不需要形成肉芽组织填满深部组织的缺损或死腔，故遗存较
少的瘢痕组织。

２．二期愈合
当开放性的伤口存有较大皮肤及组织的缺损时，无法完成一

期愈合，而患者本身情况又不适合做较复杂的重建手术时，伤口
就会形成肉芽组织填满深部缺损及死腔，逐渐挛缩并有上皮形
成，从而达成伤口的愈合。以此种方式愈合的伤口，由于组织缺
损多由结缔组织取代，故瘢痕较为显著，易有瘢痕增生的情形。

３．三期愈合
当伤口为感染性的伤口，或有深部缺损及死腔时，伤口就会

以二期愈合方式愈合，待伤口较干净或死腔缺损填满后，再做重
建缝合手术，进行一期愈合。

二、伤口愈合的机制

伤口愈合分为３期，即炎症期、增生期、重塑期。

（一）炎症期

炎症期于受伤后立刻开始，一般持续４～６天。

１．各种细胞作用
此期主要是一系列的细胞性与血管性反应。最开始的反应是

暂时性的血管收缩，持续５～１０分钟，可使凝血形成，以停止继

５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