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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明显下降!比较后发现 !""#对于
!

$

"

型疗效

优于
#

$

$

型!"%!其原因可能与各型 !"% 病理生

理机制不同有关" 徐建国等#&'$研究显示与治疗前

相比!经 () * !""#治疗后
!

型!"% 患者平均动脉

压%中心静脉压%休克指数%浅快呼吸指数%氧合指

数%尿量%血浆氨基末端 +型利钠肽前体%肌酐%碳

酸氢根等均明显好转!认为 !""#对于伴有严重利

尿剂抵抗的重症!"%患者价值极大!可能甚至是唯

一的治疗选择"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总有效率达

,'-./!

!

型 !"% 患者经 !""#积极治疗后!肾脏

功能指标%心脏功能指标及其他指标均较治疗前有

了明显好转!与上述临床报道一致!提示!""#治疗

能有效改善
!

型!"%患者肾脏和心脏功能!使病情

得到有效缓解!改善临床预后"

综上所述!!""#治疗
!

型!"%疗效确切!能同

时改善患者心脏和肾脏损害!是挽救患者生命的重

要手段!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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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摘要"0目的0探讨完全腹腔镜与开腹行脾切除联合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治疗门脉高压症的安全性及

临床疗效" 方法0回顾性分析该院 .' 例门脉高压症患者完全腹腔镜与开腹行脾切除联合贲门周围血管离断

术的临床治疗效果" 结果0完全腹腔镜组术中平均出血量%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住院时间与病死率明显低于

开腹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4-45'" 结论0门脉高压症患者行完全腹腔镜脾切除联合贲门周围血管离断

术!安全可靠!创伤小!出血量少!并发症少!恢复快!值得临床推广"

00!关键词"0门脉高压症)0完全腹腔镜)0脾切除)0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

00!中图分类号"0"7&7-50!文献标识码"0+0!文章编号"0&7.( 26)47#'4&.$4' 24&7) 24(

00OB:%&416,7,XY1:<<;1&7.( 26)471'4&.14'1'6

*)7&*

!*:;@<@3BI9;D?BNZ@C!?:;:GD?A@O:G:;@![@\9ID9M'4&.!]B?IL@&4!ZIL\@9'00



!"#$%&'(")"*+,-./')'.%/-**-.+(0-+1--)/%$%&"(."$2 %)3"$-)(4&5-&2 ")$"&+%/,2$-&+-)('")')$-&'.%&3'%/

3-6%(.4/%&'7%+'")%)3($/-)-.+"#2 8"#$%&'()&! *$+%,-('.&/-(! "#0123/'4)! 56/78359/:6;5-6,<#59/6,'

=&7&/:>?):(5:>! 6@5A&:B6!5,975CB#,B9&6/7,<D&-E@,) F&6>! 2)/-(.&565444! F@&-/

00#90(+&%.+$0:0;-.+'6-0#B:;S@<H:FDH@H*@<DN@HMD;O G?:;:GD?@NN:GDGM\@HC@@; ?DJD9B<GBJMD;O BJ@; <I9F@9M

NB9JB9HD?*MJ@9H@;<:B; :; J@9:GD9O:D?O@SD<GI?D9:̂DH:B; D;O <J?@;@GHBLM1<-+,"3(0#*@G?:;:GD?ODHDC@9@9@H9B<J@GK

H:S?MD;D?M̂@O :; .' GD<@<C:H* JB9HD?*MJ@9H@;<:B; :; C*:G* ?DJ9B<GBJMD;O BJ@; <I9F@9MC@9@J@9NB9L@O NB9JB9HD?*MK

J@9H@;<:B; :; J@9:GD9O:D?O@SD<GI?D9:̂DH:B; D;O <J?@;@GHBLM1=-(4/+(0#*@DS@9DF@DLBI;HBN\?@@O:;F! H*@9DH@BN

JB<HBJ@9DH:S@GBLJ?:GDH:B;<! H*@?@;FH* BN*B<J:HD?<HDMD;O H*@LB9HD?:HM9DH@:; H*@JDH:@;H<C:H* ?DJD9B<GBJMC@9@<:FK

;:N:GD;H?M?BC@9H*D; H*B<@:; H*@JDH:@;H<C:H* BJ@; <I9F@9M&!W4-45'1!")./4('")0_DJD9B<GBJM:<<DN@D;O @NN@GK

H:S@NB9H*@H9@DHL@;HBNJB9HD?*MJ@9H@;<:B; :; H*@JDH:@;H<C:H* J@9:GD9O:D?O@SD<GI?D9:̂DH:B; J?I<<J?@;@GHBLM1

00#>-2 1"&3($08B9HD?*MJ@9H@;<:B;)0_DJD9B<GBJM)0%J?@;@GHBLM)08@9:GD9O:D?O@SD<GI?D9:̂DH:B;

00门脉高压并发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引起的急性上

消化道出血!病情危重!病死率高" 临床上常采用的

治疗方法是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切除肿大的脾脏!

离断食管周围的血管!治疗效果较好!但创伤大!术

后并发症多!患者恢复周期长!预后差!风险高#&$

"

随着腹腔镜技术的成熟!完全腹腔镜微创术式已广

泛应用于临床!手术成功率高!术后并发症少" 本文

探讨完全腹腔镜与开腹行脾切除联合贲门周围血管

离断术治疗门脉高压症患者的安全性及治疗效果"

现报道如下"

?8资料与方法

?@?8一般资料8选取 '4&'K4' $'4&5K&' 我院收治

的 .' 例肝硬化门脉高压症患者!其中男 (' 例!女

64 例!年龄 '6 $7,&(6-'' (̀-7)'岁" 术前经腹部

彩超%胃镜%a线钡餐等检查明确诊断为重度食管静

脉曲张!伴有脾功能亢进!有反复上消化道出血史"

术前诊断(乙肝后肝硬化 (6 例!丙肝后肝硬化 &'

例!无肝炎病史有大量饮酒史 , 例!血吸虫性肝硬化

' 例!多次硬化注射史 7 例" 肝功能 !*:?O 分级(

!*:?O E级 (( 例!!*:?O +级 ') 例" 所有患者脾脏

无大量腹水!能较好地耐受手术全麻!排除左上腹手

术史!无腹腔镜手术相关禁忌证" 根据手术方式分

为完全腹腔镜组 (5 例和开腹组 '. 例!均为择期手

术"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肝功能分级等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b4-45'!具有可比性" 见表 &"

表 &0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

.̀ B$%

组0别 例数
性别

男 女

年龄
&岁'

肝功分级

!*:?O E !*:?O +

完全腹腔镜组 (5 '. &) ((-&, 5̀-.' ') &.

开腹组000 '. &5 &' (6-4) 5̀-)6 &7 &&

6G

!

'

2 4-&6. 4-.,& 4-47'

! 2 4-.&& 4-(6& 4-)46

?@A8方法

&-'-&0术前准备0清除腹水!护肝治疗!低蛋白达

到 6' FX_以上!间歇静脉滴注血浆和维生素=

&

" 灌

肠清洁!采用流质饮食!避免术后的胃扩张"

&-'-'0手术要点0&&'完全腹腔镜组(气管插管全

身麻醉!患者取头高脚低 '4 GL左右!适当调节手术

台使仰卧位!留置胃管%尿管" 选择脐下为入镜孔!

建立气腹!保持压力在 &' $&( LLUF探查肝脏的硬

化程度!脾脏的大小!位置及其粘连情况!医生在右

侧从脾下极开始自下而上交替游离切断脾结肠韧

带%脾胃韧带和脾肾韧带!切开脾蒂的浆膜层!分离%

夹闭脾动脉!挽住脾蒂!用套扎线%血管夹分离脾门

血管与胰尾!切除肿大的脾脏" 离断贲门周围血管

后!吸出脾血!取出脾脏!创面填塞干纱布" 超声刀

完全夹断再进行手术!防止脾被膜被撕裂" 重建气

腹!逐一离断胃小弯侧血管%胃后静脉%食管周围的

穿支静脉以及胃底下段血管!至游离食管下段 ) $

&4 GL!离断胃网膜左静脉及胃短静脉至贲门!离断

左隔下静脉!阻断黏膜下%胃肌层血流!离断过程中

尽量保持其完整性" 术后将脾脏装入标本袋!检查

脾床无出血后!用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腹盆腔" 重新

建立气腹!腹腔镜下确认无出血!于脾窝处放置一条

引流管后关闭腹腔#'$

" &''开腹组(气管插管全麻!

切口经腹直肌!结扎脾动脉!切断脾周围韧带!分次

结扎%切断脾蒂血管!切除脾脏" 离断胃短静脉%胃

冠状静脉!结扎离断胃后静脉及左膈下静脉!阻断门

奇静脉之间的反常血流" 引流管放置脾窝处!切口

逐层缝合!关闭腹腔#6$

"

&-'-60术后处理0进行输血浆%利尿%胃肠减压%护

肝和抗炎等治疗!监测血小板!适当给予低分子肝

素!定期 +超复查门静脉系统及上消化道钡餐或者

行上腹部!#增强扫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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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观察指标8记录所有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失

血量%并发症发生率%住院时间和死亡例数"

?@C8统计学方法8应用 %8%%&.-4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数据以均数 标̀准差&

!

.̀ B'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6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

验!!W4-4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8结果

00完全腹腔镜组 (5 例!无死亡病例)开腹组 '. 例

病死 6 例&凝血机制障碍 & 例!肝衰竭 & 例!消化道

大出血 & 例'" 术后均复查提示静脉曲张明显好

转" 完全腹腔镜组术中平均出血量%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住院时间与病死率均明显低于开腹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W4-45'" 见表 '"

表 '0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

.̀ B$"-#/$%

组0别 例数 手术时间&L:;' 术中出血量&L?' 术后并发症&-' 住院时间&O' 死亡人数&-'

完全腹腔镜组 (5 '6'-(. 6̀6-75 '65-'7 &̀'(-4, 6&7-7.' 5-'6 &̀-5( 4&4-44'

开腹组000 '. 6(&-74 (̀.-') 6(4-(( &̀(.-67 ,&66-66' &5-7& '̀-.' 6&&&-&&'

6G

!

'

2 &&-(&7 6-'(( )-7(4 '4-.&& 5-'&.

! 2 4-444 4-44' 4-446 4-444 4-4''

B8讨论

肝硬化引发门脉高压!门静脉血流受阻!导致门

静脉血流动力学发生异常!发生急性上消化道大量

出血!病死率高" 临床上常采用贲门周围血管离断

术进行治疗!阻断门静脉的反常血流!疗效较好" 但

是门脉高压症患者脾肿大%凝血功能障碍%脾功能亢

进%侧支循环丰富!血管壁脆薄%迂曲扩张易出血%血

小板极低等!术中分离时很容易发生大出血#($

!离

断%脾脏切术难度大!风险大" 传统的开腹手术操作

时间长!术中出血量大!康复慢!预后差!不易被患者

接受" 随着腹腔镜技术的发展!微创手术能够顺利

完成复杂的手术!大大降低了手术的风险和难度!提

高了手术安全性!缩短了术后恢复时间!越来越多的

人选用此种术式"

B@?8术后并发症8门静脉血栓是术后并发症之一!

最终导致小肠坏死%肝功能恶化等!严重危及患者生

命" 本文完全腹腔镜组术后并发症有 6 例!开腹组

, 例!表明微创治疗对患者内环境平衡干扰较小!对

机体应激反应系统刺激也较小等#5$

"

B@A8手术技巧0&&'病例选择脾肿大长径需W'4 GL

患者!脾下极不超过脐平面以下!脾右缘不超过正中

线!完全腹腔镜延伸!突出腹腔镜器械的长度优势!

能灵活地游离脾周韧带!多角度牵拉!并且术野暴露

清晰#7$

" &''随时做好发生出血中转开腹的准备!

中转不及时!患者易出现肝肾功能衰竭!危及生命"

利用完全腹腔镜!中转开腹迅速!有效降低病死率"

&6'设备齐全%技术娴熟且配合默契的前提下进行

此手术!便于交替使用 &4 LL套管!灵活处理操作

孔" 超声刀定位准确!分离迅速!有效控制术中出

血!提高了手术安全性" &('在分离和断离脾蒂时

要先易后难!注重对脾动脉的结扎!分离结扎脾动脉

主干!手术中对于曲张静脉应禁止使用超声刀!可减

少出血!缩小脾脏!便于手术操作#.$

!有利于减少术

后肝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提高了手术安全性"

&5'术后积极治疗!止血药物需谨慎使用!预防性使用

低分子肝素进行抗凝!减少门静脉系统血栓的发生"

B@B8两种术式疗效比较8传统的开腹脾切除联合

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效果明显!但手术创伤大!术后

并发症多!术后愈合慢" 完全腹腔镜创伤小%术中内

环境干扰小%对机体应激反应系统刺激小%术后并发

症少%能够早期活动%恢复快%预后好!目前已广泛应

用于临床中" 本研究完全腹腔镜组无死亡病例!开

腹组病死 6 例!完全腹腔镜组术中平均出血量%术后

并发症发生率%住院时间与病死率均明显低于开腹

组&!W4-45'" 相比传统开腹手术!完全腹腔镜术

式较准确%安全%术中出血量少!创伤小%恢复快%术

后切口感染及积液等!降低了手术难度和风险#)$

"

而临床治疗中!常规微创治疗失败!即术中出血无法

止血!再进行开腹手术"

综上所述!完全腹腔镜下脾切除联合贲门周围

血管离断术可以有效控制出血!改善脾功能亢进!创

伤小!出血量少!并发症少!术后恢复期短!疗效好!

预后好!安全可靠!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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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病例介绍

患者!男!74 岁!因+发现右肺占位性病变 & 周,

入院" 无发热%畏寒%消瘦%盗汗%胸痛%胸闷%心悸%

气短%咳嗽%咳痰等症状" & 年前因+反复痰中带血

半年!胸痛 & 月,于 '4&5K45K4) 到我院行肺部!#检

查!结果显示+右肺上叶见斑片状高密度模糊影!以

磨玻璃病变为主!考虑右上肺感染!建议治疗后复

查,!并于我院行正规抗炎治疗 & 周后复查肺部 !#

&'4&5K45K&5'无明显变化后出院!出院后行诊断性

抗结核治疗 & 月后复查肺部 !#仍无明显好转故停

药!后又间断口服头孢类%甲硝唑等药物治疗约 & 月

后痰中带血及胸痛均缓解!于 '4&5K4,K4, 复查肺部

!#&图 &'考虑右肺上叶感染性病变大致同前!仍以

磨玻璃病变为主!建议随访)患者因经济原因中断复

查!此次入院前一周于外院行肺部 !#示右上肺占

位性病变!建议进一步检查" 入院时查体(体温

67-7 c!脉搏 5) 次XL:;!呼吸 &, 次XL:;!血压 &()X

.) LLUF!双肺未闻及音!心腹未见异常" 辅助检

查('4&7K45K', 行肺部增强 !#&图 ''!见右上肺一

直径约 &-' GL大小结节状软组织影!边缘毛糙!周

边见结节状及斑点状高密度影!增强扫描右上肺结

节软组织影不均匀轻度强化!考虑结核并结核球形

成可能性大!不排除其他!建议进一步检查" 于

'4&7K47K4& 行右上肺叶切除 d淋巴结清扫术!快速

病检提示右上肺腺癌!后病理结果回报示右上肺肠

型肺腺癌!肺内多发病灶&图 6'!术后患者预后目前

尚可!需进一步定期复查及随访"

A8讨论

A@?8肺炎型肺癌由于临床表现不典型!无特异性!

故容易误诊!为提高诊断率!近年来一直被高度关

注!并有临床医生相继发个案报道来提高对其的认

识及了解#&$

!同时也有不少学者综合阐述肺炎型肺

癌的诊治进展#'$

" 肺炎型肺癌的影像学表现可为

磨玻璃密度影%片结影%实变影%空泡及蜂窝状阴影%

混合型阴影#'$

" 在国外已有多人报道磨玻璃病变

为主的肺癌的特点及治疗#6$

!但在我国报道尚少!

我院最近亦诊治 & 例肺炎型肺癌!影像学从磨玻璃

密度为主的阴影逐渐向结节状软组织影过渡!此病

例不是单纯的某一种类型!而是由磨玻璃型向结节

状软组织影的过渡!是两种类型的转换!所以具有特

殊性!故报告此病例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临床医生对

肺炎型肺癌的认识及辨别能力" 本病例中的患者虽

通过复查尚能及时发现肺癌!术后预后暂时尚可!但

该患者病理结果回报考虑已有肺内转移!后期生存

质量肯定差!故病程随访中若能及时复查或进一步

检查!能更早发现病变的进展!生存时间会更长"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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