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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毛窦是一种少见的皮肤上含有毛发的窦道或囊肿#多见

于男性青壮年#骶尾部多见#其他部位罕见*窦道发生感染前

很少出现症状#一旦感染可形成急性脓肿#穿破后形成慢性窦

道#经久不愈*手术是其主要治疗方法#但有一定的复发率*

现将本院收治的
$

例小儿颈部藏毛窦合并脊髓脊膜膨出病例

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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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患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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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龄*出生时即被发现颈部皮肤窦道#间断

有分泌物流出#量不多#无发热#局部皮肤无红肿#未行诊治*

入院前半月起持续有分泌物流出#颈部磁共振成像$

3@: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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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颈部窦道形成且与蛛网膜下腔贯通#部分椎板缺

损#脊膜膨出可能性大#见图
$

*入院体检!无发热#后颈部见

一皮下窦道#窦道口有黏性分泌物排出#局部皮肤无红肿#无触

痛*考虑颈部藏毛窦合并脊髓脊膜膨出#应用
'!

抗生素后行

颈部藏毛窦切除)脊髓游离还纳)脊膜膨出囊切除和软组织缺

损修补术#术后患者恢复良好#病理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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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毛窦是皮肤软组织上含有毛发的窦道或囊肿#内藏毛发

是其基本特征*绝大多数发生在骶尾部#发生在枕部)颈部的

罕见*发病原因和机制尚不清楚#先天性学说认为#骶尾部藏

毛窦是骶尾部髓管囊性残留或骶尾中央缝畸形发育形成*目

前多数学者倾向于后天获得性学说#认为行走时臀部的扭动和

摩擦#特别是多毛的男性#使臀裂之间的毛发刺入附近的皮肤#

形成短管道#毛发仍与根部相连#管道上皮化#当毛发由原来的

毛囊脱落后#被上皮化的管道产生的吸引力吸入#毛发聚集在

皮下脂肪内成为异物#一旦细菌感染#即形成慢性感染)脓肿或

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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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道的走行多指向头端#鲜有指向骶尾部者*肥胖)

静坐职业)多毛)家族史)摩擦)感染)性激素)骶尾部损伤等因

素在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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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毛窦常见症状是病灶发生急性感染甚至脓肿#穿破后形

成慢性窦道#或者暂时愈合后又穿破#如此反复发作*病灶可

有多个窦道和窦口#窦道内壁和窦口多为肉芽组织#有时可见

与周围皮肤不相连的毛发从窦口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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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轴位)冠状

位)矢状位显示藏毛窦的走向)深度)范围及与周围组织的比邻

关系#有利于制订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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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感染较重者#先抗感染#炎症控制后再行手术*有急性

脓肿形成#先切开引流#待感染控制后创面新鲜时再行二期病

灶彻底切除*术中可自窦道口注入亚甲蓝#分清窦道与正常组

织的界限#利于完整切除病灶和减少创面#术中需将窦口)窦道

及周边炎性增生组织彻底切除以防复发*术后需抗感染治疗#

也可加用中药治疗*

本例患者出生时即有颈部皮肤窦道#间断有分泌物流出#

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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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颈部藏毛窦合并脊膜膨出#行手术治疗*图
1

病理示大量急)慢性炎细胞浸润#脓肿形成并见毛发结构*术

后恢复良好#但藏毛窦以伤口愈合
$

年无复发为治愈标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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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小儿颈部藏毛窦很少见#合并脊髓脊膜膨出的更是罕见#

远期疗效尚不得而知#本研究将长期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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