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疗较微创手术切除ꎬ对肝血管瘤患者造成的手术创

伤较小ꎬ患者肝功能损伤较小ꎮ
【参考文献】
[１] 　 王波涛ꎬ刘刚ꎬ樊文萍ꎬ等.纹理特征分析在肝囊肿及肝血

管瘤磁共振成像鉴别诊断中的价值[Ｊ] .中国医学科学院

学报ꎬ２０１７ꎬ３９(２):１６９~１７６.
[２] 　 Ｏｎｏ ＭꎬＳａｗａｄａ ＫꎬＯｋｕｍｕｒａ Ｔ.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ｌｉｖｅｒ ｈｅｍａｎｇｉｏｍａ

ｗｉｔｈ ｍａｒｋｅｄ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ｕｍｏｒ ｓｉｚｅ ａｆｔｅｒ 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Ｊ]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７ꎬ
１０(１):６３~６７.

[３] 　 Ｗａｎｇ ＹꎬＪｉ ＷꎬＺｈａｎｇ Ｘꎬｅｔ ａｌ.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ｌｉｖｅｒ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ｖｅｒ ｈｅｍａｎｇｉｏｍａ ｗｉｔｈ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Ｌａｐａｒｏｅｎ￣
ｄｏｓｃ Ａｄｖ Ｓｕｒｇ Ｔｅｃｈ Ａꎬ２０１７ꎬ２７(９):９４４.

[４] 　 徐林梧ꎬ王晓霞ꎬ司徒小新等.外科手术与 ＴＡＥ 治疗肝血

管瘤的效果及并发症比较分析[Ｊ] .中国现代普通外科进

展ꎬ２０１７ꎬ４１(２):１３~１４.
[５] 　 李靖ꎬ肖金成ꎬ郑琳等.肝动脉栓塞化学治疗与肝动脉栓

塞治疗原发性肝癌疗效比较[Ｊ] .新乡医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８ꎬ

１５(１１):９８１~９８４.
[６] 　 Ｃｈｅｎ ＷꎬＬｉｕ ＹꎬＺｈｕａｎｇ Ｙꎬｅｔ ａｌ.Ｈｅｐａｔｉｃ ｐｅｒｉ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ｐｉｔｈｅ￣

ｌｉｏｉｄ ｃｅｌ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Ａ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 Ｊ] .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７ꎬ６(４):４８７~４９３.

[７] 　 贾科峰ꎬ于长路ꎬ孙诚ꎬ等.不同血供特点肝血管瘤介入治

疗的效果及并发症分析[Ｊ] .中华肝胆外科杂志ꎬ２０１８ꎬ２４
(３):１４５~１４９.

[８] 　 Ｋｉｒｎａｐ ＭꎬＢｏｙｖａｔ ＦꎬＢｏｙａｃｉｏｇｌｕ Ｓ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ｌｅｏｍｙ￣
ｃｉｎ 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ｅｍａｎｇｉｏ￣
ｍａ ｓｉｚｅ ａｍｏｎｇ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ｇｉａｎｔ ｌｉｖｅｒ ｈｅｍａｎｇｉｏｍａｓ[Ｊ]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Ｏｐｅｎꎬ２０１８ꎬ８(４):１３０~１３９.

[９] 　 戚星星ꎬ汤晓寅ꎬ王智ꎬ等.经皮 Ｂ 超引导下微波消融术治

疗肝脏巨大血管瘤的可行性、安全性及疗效分析[ Ｊ] .肝
脏ꎬ２０１７ꎬ２２(８):２４~２８.

[１０] 　 刘炯ꎬ万云燕ꎬ高义ꎬ等.手术切除与介入栓塞治疗肝癌

术后复发患者的临床对比研究[Ｊ]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ꎬ
２０１７ꎬ１７(１７):１３５~１３７ꎬ１４８.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６－６２３３(２０１９)１１－１８４３－０４

单孔腹腔镜下应用小儿活动拉钩与下腹壁小切口治疗
小儿腹股沟斜疝疗效及并发症比较

徐晓青ꎬ　 杨广承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小儿外科ꎬ　 河北　 承德　 ０６７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单孔腹腔镜下应用小儿活动拉钩与下腹壁小切口治疗小儿腹股沟斜疝的疗效

及并发症比较ꎮ 方法: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在我院手术治疗的小儿腹

股沟斜疝 １２０ 例ꎬ对照组 ６０ 例选自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实施的下腹壁小切口行疝囊高位结扎

术ꎬ观察组 ６０ 例选自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实施的单孔腹腔镜下应用小儿活动拉钩行疝囊高位结

扎术ꎬ对比两组患儿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及术后并发症等ꎮ 结果:观察组手术时间、
术中出血量及术后下床活动时间分别为(１０.５±２.２、１.２±０.２、２.７±０.４)ꎬ均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ꎻ观察组术后并发症为(χ２ ＝ ８.１０６８ꎬＰ>０.０５)ꎬ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论:单孔腹

腔镜下应用小儿活动拉钩治疗腹股沟斜疝相比于下腹壁小切口手术治疗腹股沟斜疝疗效佳ꎬ手术创伤

小ꎬ术后并发症少ꎬ术后恢复快ꎮ
【关键词】 　 腹股沟斜疝ꎻ　 腹腔镜ꎻ　 单　 孔ꎻ　 小儿活动拉钩ꎻ　 腹膜外结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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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股沟斜疝是小儿外科临床上最常见的疾病之

一ꎬ传统的手术是采用下腹部腹股沟管外环体表投影

做一个 １~１.５ｃｍ 长的小切口而实施疝囊高位结扎术ꎮ
腹腔镜技术应用于小儿腹股沟斜疝的诊断和治疗始于

１９９１ 年ꎬ随着腹腔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ꎬ腹腔镜

下疝囊高位结扎术已发展成为小儿腹股沟斜疝的标准

术式[１]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我们采用小儿活

动拉钩(发明者:李索林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ꎮ 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ꎬＺＬ２０１３ ２００１３８６５.２)在单孔腹腔镜

辅助下行腹股沟斜疝疝囊高位结扎术ꎬ取得良好效果ꎮ
现将单孔腹腔镜下应用小儿活动拉钩与下腹部小切口

手术进行比较ꎬ报道如下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在我院实施手术治疗的小儿腹股沟

斜疝患儿 １２０ 例ꎮ 其中对照组 ６０ 例选自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实施的行下腹部小切口手术ꎬ男 ５１ 例ꎬ
女 ９ 例ꎬ年龄 ９ 个月至 １１ 岁ꎬ平均(３.４２２.２１)岁:单侧

疝气 ４６ 例ꎬ双侧疝气 １４ 例ꎮ 观察组 ６０ 例选自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实施的行单孔腹腔镜下应用小

儿活动拉钩疝内环高位结扎术ꎬ男 ５２ 例ꎬ女 ８ 例ꎬ年龄

１０ 个月至 １０ 岁ꎬ平均年龄(３.２６２.１４)岁:单侧疝气 ４５
例ꎬ双侧疝气 １５ 例ꎮ 两组患儿性别、年龄和临床表现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１.２　 方　 法

１.２.１　 对照组:麻醉成功后取平卧位ꎬ患侧下腹部横

纹 １.０ｃｍ 切口ꎬ逐层切开至腹股沟管外环ꎬ于外环口分

离提睾肌后提起疝囊ꎬ分离横断疝囊后游离近端疝囊

至颈部高位缝扎ꎮ 如外环松弛可 ４ 号丝线紧缩一针至

容纳指尖ꎮ
１.２.２　 观察组:麻醉成功后取头低脚高位ꎬ脐部开放

式穿刺置入 ５.０ｍｍ ｔｒｏｃａｒꎬ建立 ＣＯ２ 气腹ꎬ腹腔内压力

８~１０ｍｍＨｇ(１.０６~１.３３ｋＰａ)ꎬ置入 ３０ 度腹腔镜检查双

侧内环是否闭合ꎮ 将 ７ 号丝线卡在小儿活动拉钩的钩

端后带线回鞘ꎬ拉钩的柄部连接内含 ５ｍＬ ０.９％盐水的

注射器ꎬ在下腹部横纹与腹壁下动脉交叉点的外侧将

钩端带线垂直穿刺入腹壁至疝环前壁腹膜外间隙ꎬ沿
疝环内侧腹膜外间隙潜行直至带线钩端到达输精管与

后腹膜之间ꎬ注入 １ｍＬ ０.９％盐水使输精管与后腹膜分

离ꎬ将拉钩在后腹膜与输精管之间推进并完全越过输

精管后刺入腹腔ꎬ在腹腔镜监视下继续推进拉钩进腹

８~１０ｃｍꎬ推压拉钩柄部后轻拉腹壁外 ７ 号线ꎬ使丝线

与拉钩彻底分离后松开柄部使钩端回鞘ꎬ回撤拉钩至

腹壁穿刺点腹膜外ꎬ然后将拉钩沿内环口外侧腹膜外

间隙潜行至精索血管与后腹膜之间ꎬ再次推入 １ｍＬ ０.
９％ 盐水使精索血管与后腹膜分离后越过精索血管在

拉钩第一次穿透后腹膜处再次将拉钩穿刺进腹ꎬ推动

柄部伸出钩端勾住 ７ 号丝线后回缩钩端带线回鞘ꎬ牵
拉睾丸、挤出远端疝囊内气体后将带线拉钩提拉出腹

打结并将线结置于腹壁肌层与腹膜之间ꎮ 若对侧伴有

隐形疝用相同方法结扎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 统计学软件包对本

次研究相关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ꎬ计量资料用(ｘ±ｓ)
表示ꎬ组建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计数资料用率

(％)表示ꎬ采用 χ２ 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概率法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　 果

２.１　 手术指标:观察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自

由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均低于对照组ꎬ术中隐形疝发现

例数多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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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两组患儿手术指标对比(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术后自由活动

时间(ｄ)
住院时间

(ｄ)
隐形疝

(ｎ)

对照组 ６０ １９.８３.６ ４.３ ５.２１.４ ７.５１.２ ０

观察组 ６０ １０.５２.２ １.２０.２ ２.７０.４ ３.１１.１ １３

ｔ(χ２) １７.０７５ ５３.６９４ １３.３００ ２０.９３７ １２.４２２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２　 术后并发症及复发: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

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术后一年随

访ꎬ两组均无复发ꎬ见表 ２ꎮ

表 ２　 两组患儿术后并发症及复发对比 ｎ(％)

组别 例数 腹胀 阴囊肿胀 鞘膜积液 睾丸异位 睾丸萎缩 总并发症

对照组 ６０ ３(５) ３(５) １(１.６７) ２(３.３３) １(１.６７) １０(１６.６７)

观察组 ６０ １(１.６７) ０ ０ ０ ０ １(１.６７)

χ２ ０.２５８ １.３６７ ０.５０８ ８.１０６

Ｐ ０.６１１ ０.２４２ １.０００∗ ０.４７５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４

　 　 注:∗为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概率法

３　 讨　 论

小儿腹股沟斜疝是由于胚胎发育中鞘状突未闭所

致ꎬ在腹压增高的条件下腹腔内容物经腹股沟管内环

疝入腹股沟管ꎮ 传统开放式疝囊高位结扎术切口长、
创伤大ꎬ破坏了腹股沟管正常解剖结构ꎬ且仅能进行单

侧疝囊高位结扎ꎬ不能发现和处理隐匿疝ꎬ导致术后并

发症和术后复发率相对较高[２]ꎮ 近年来随着微创外科

的快速发展ꎬ腹腔镜应用范围逐渐扩大并得到广泛肯

定ꎬ研究表明ꎬ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疗效与传统手术

相当ꎬ且更为安全可靠ꎬ术中还可探查对侧鞘状突未闭

情况并及时干预ꎬ目前正在临床大量开展[３]ꎮ 腹腔镜

下疝囊高位结扎术已成为治疗小儿腹股沟斜疝的主要

方法ꎮ １９９１ 年ꎬＢｌａｍｅｙ 和 Ｗａｌｅ１ 首先报道了腹腔镜小

儿斜疝疝囊高位结扎术ꎮ 此后ꎬ人们开始应用腹腔镜

下各种不同的方法治疗小儿腹股沟斜疝ꎮ １９９８ 年ꎬ
Ｓｃｈｉｅｒ[４]报道了经腹腔镜内环口缝扎术ꎮ 该术式采用

３ 孔腹腔镜技术在腹腔内用带线针从疝环内侧开始间

断做 ２ ~ ３ 个 Ｚ 形缝合关闭内环口ꎬ腹腔内缝合打结ꎮ
孔赤寰[５]等用改良硬膜外针治疗小儿腹股沟斜疝ꎬ于
内环口近端体表投影处腹横纹附近穿刺 １８ 号硬膜外

针至腹膜下ꎬ于腹膜外环形绕内环半圈ꎬ依次避开腹壁

下动脉、输精管、髂血管和精索血管穿破腹膜ꎬ通过 １８
号硬膜外针送入 ４ 号丝线ꎬ退出硬膜外针ꎬ使用自制改

良硬膜外针(前端有 Ｖ 形缺口)ꎬ于同一个穿刺孔到达

腹膜外ꎬ环形绕外侧半圈ꎬ于腹腔内牵引 ４ 号丝线并带

出体外ꎬ使 ４ 号丝线于腹膜外环绕疝囊颈ꎬ体外收紧打

结ꎬ悬吊疝囊颈于腹壁ꎬ线结埋于皮下ꎮ 郭伟ꎬ李铁军

等[６]通过自制的外径为 １.３ｍｍ、针体长度为 ７０ｍｍ 的

双通道深静脉穿刺针前端弯曲成 １６０ 度—１７０ 度雪橇

状ꎬ置入单股对折的 Ｐｒｏｌｅｎｅ 线完成腹膜外疝囊高位结

扎ꎮ 我院采用小儿活动拉钩治疗小儿腹股沟斜疝ꎬ减
少了 ３ 孔腹腔镜给患儿带来的创伤ꎬ也增加了单孔腹

腔镜下手术操作的容易度ꎮ ０.９％盐水注入输精管及精

索血管与后腹膜间隙ꎬ使结扎疝囊的丝线能在不损伤

重要组织的情况下比较容易的完成操作ꎮ 李索林[７]等

认为ꎬ使用双钩套扎针的单孔腹腔镜体外结扎疝缺损ꎬ
消除腹内缝合结扎的许多费时和繁琐的过程ꎬ如体内

调节持针荷包缝合、打结的许多复杂的腹腔镜操作ꎮ
本研究对传统下腹壁小切口手术(对照组)与单

孔腹腔镜下应用小儿活动拉钩手术(观察组)的各项

手术指标及术后并发症进行比较ꎮ 统计结果显示ꎬ观
察组患儿的手术时间(１０.５±２.２)和术中出血量(１.２±
０.２)优于对照组(１９.８±３.６ꎻ４.３±０.４)ꎬＰ<０.０１ꎮ 因为开

放性手术可破坏患儿腹股沟结构ꎬ而腹腔镜疝囊高位

结扎术则可避免破坏患儿腹股沟肌肉、神经ꎬ减轻创伤

及术后疼痛感ꎮ 这与本研究结果术后自由活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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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２.７±０.４ꎻ对照组:５.２±１.４)吻合ꎬ证明单孔腹

腔镜下应用小儿活动拉钩对比下腹壁小切口治疗小儿

腹股沟斜疝副损伤小ꎬ术后恢复快ꎮ 本研究亦对两组

隐形疝进行了比较(观察组:１３ꎻ对照组:０ꎬＰ <０.０１)ꎬ
统计结果显示观察组优于对照组ꎮ 近年来经皮腹膜外

疝囊高位结扎术在小儿腹股沟斜疝外科治疗中应用较

多ꎬ具有创伤小、疗效明确等特点ꎬ且术中通过腹腔镜

探查可发现对侧鞘状突未闭存在与否ꎬ若存在便及时

给与结扎处理[８]ꎮ 陈易ꎬ赵军锋等[９] 回顾性分析了

２８５５ 例腹腔镜手术和 ２５３８ 例普通开放手术治疗单侧

腹股沟斜疝的患儿ꎬ统计分析患儿性别、年龄、单侧斜

疝发生部位、腹腔镜发现对侧未闭的隐匿鞘状突病例

数等各项指标ꎬ结果显示:腹腔镜发现对侧未闭隐匿鞘

状突发生率为 ５１.５％ꎮ 程康文ꎬ孙学工等[１０] 认为腹腔

镜探查出对侧鞘状突未闭ꎬ给与预防性结扎能明显降

低腹股沟疝患儿术后对侧异时性疝发生率ꎮ 石元同

等[１１]通过与小切口手术比较ꎬ表明腹腔镜手术治疗儿

童腹股沟疝有明显优势:创伤小、并发症少、住院时间

短ꎬ且可同时发现对侧隐形疝ꎮ 张恒ꎬ何春霞[１２] 的研

究显示了同样的结果ꎬ同时具有患儿术后疼痛轻的特

点ꎮ 腹腔镜疝修补术目前已成为治疗小儿腹股沟斜疝

的主要方法ꎮ 总之ꎬ单孔腹腔镜下应用小儿活动拉钩

腹股沟斜疝疝囊高位结扎术创伤小、操作简单、学习曲

线短ꎮ 与传统开放手术相比ꎬ腹腔镜小儿腹股沟斜疝

手术对机体的创伤以及内环境的影响较小ꎮ 另外ꎬ单
孔腹腔镜术中在处理患侧后可探查发现并治疗对侧隐

形疝ꎮ 本研究观察组术中发现对侧隐形疝 １３ 例ꎬ均采

用相同的方法予以结扎ꎬ术后随访一年无 １ 例复发ꎮ
随着腹腔镜技术的日益成熟ꎬ已有越来越多的外

科医生开展腹腔镜下小儿腹股沟斜疝疝囊高位结扎

术ꎮ 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ꎬ腹腔镜手术器械以及小

儿内环的结扎方法亦会不断创新进步ꎮ 通过对本院临

床资料的分析ꎬ我们认为与传统手术相比ꎬ单孔腹腔镜

下应用小儿活动拉钩治疗小儿腹股沟斜疝可取的更加

理想的疗效ꎬ具有较高的临床推广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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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应用内镜下金属钛夹
注射止血治疗的疗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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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与比较内镜下金属钛夹、注射止血对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的疗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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