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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妊娠合并子宫肌瘤行剖宫产术中子宫肌瘤剔除术对术中和术后的影响&方法
!

对
G%

例妊娠合并子宫肌

瘤剖宫产术中子宫肌瘤剔除术情况进行分析&结果
!

肌瘤剔除术组手术时间#手术出血量#住院天数#产褥病率及切口愈合情况

与单纯剖宫产术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Z

%&结论
!

剖宫产术中行子宫肌瘤剔除术是可行的&

关键词"妊娠$子宫肌瘤$剖宫产术$子宫肌瘤剔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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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良性肿瘤#其发生和生

长与雌激素及孕激素有关)近年来#由于高龄产妇的增加及孕

期
:

超的普及#妊娠合并子宫肌瘤患者有明显上升的趋势#而在

剖宫产术中是否行肌瘤剔除术存在不同观点)在传统的剖宫产

术概念中#基于理论上难以处理的出血和术后并发症的增加#一

般建议不要在剖宫产术中同时行子宫肌瘤剔除术#除非肌瘤带

蒂#或者影响剖宫产切口)本院近
Z

年在剖宫产手术中同时行

子宫肌瘤剔除术
G%

例#取得了很好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Z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剖宫产共

$%G*(

例)妊娠合并子宫肌瘤在剖宫产术中行子宫肌瘤剔除

术
G%

例#其中
'(

例为社会因素要求剖宫产#其余均有剖宫产

指征#肌瘤直径
Z

$

$%3P

#无其他并发症#年龄
%Z

$

'%

岁#平

均
)(&Z

岁)孕周为
)Z

j%

$

'(

j)周#平均
)*

jZ周%初产妇
Z)

例#经产妇
)G

例)并在同期分娩的产妇中随机选择无妊娠并

发症的剖宫产孕妇
$((

例为对照组)年龄
%H

$

'$

岁#平均

%G&)

岁#孕周为
)H

j$

$

'(

j$周#平均
)G

周%初产妇
H%

例#经产

妇
)*

例)两组患者年龄*孕龄*孕产史等有关因素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E

'

(&(Z

&)

A&B

!

肌瘤的部位及类型
!

肌瘤位于子宫前壁
H$

例%其中
'

例

位于子宫前壁横切口下方#

$$

例位于子宫前壁横切口处#

'H

例

位于子宫前壁横切口上方)肌瘤位于子宫后壁
)$

例%其中
%H

例位于子宫体后壁#

Z

例位于子宫后壁中下段)单发肌瘤
>Z

例#多发肌瘤
$>

例#肌壁间肌瘤
Z)

例#浆膜下肌瘤
)G

例)

A&C

!

腹壁切口的选择
!

位于子宫上段前后壁肌瘤#采用腹壁

正中纵行切口%其他部位的肌瘤#采用腹壁耻上横行切口)

A&D

!

剔除肌瘤的方法
!

位于子宫前壁横切口处的较大肌瘤#

由于影响切口的大小和胎儿的娩出#先剔除肌瘤#在肌瘤上做

横行切口直达瘤核#钝性剥除#然后沿瘤腔切开子宫下段肌层

娩出胎儿#之后及时于子宫肌层及瘤腔周围分别注射缩宫素

$(A

)其他部位的肌瘤先娩出胎儿后#再处理肌瘤#并且剜除

肌瘤时先在肌瘤四周注射缩宫素
%(A

#也可用垂体后叶素
H

$

$(A

#加强局部血管收缩#以减少出血)对宫体上的肌瘤#在

瘤体上纵行切口直达瘤核#钝形分离出瘤体#基底部缝扎后#连

续缝合关闭瘤腔)对子宫前壁切口下方的肌瘤#不必另行切

口#膀胱下推#可直接从切口缘处分离出瘤体#缝合瘤腔#再缝

合子宫切口)

A&E

!

统计学处理
!

用
'

检验)

B

!

结
!!

果

B&A

!

两组手术时间*手术失血量比较
!

研究组平均手术时间

$

Z(eZ

&

P;7

#失血量$

%*(e$Z

&

PV

%对照组平均手术时间$

'Ze

Z

&

P;7

#失血量$

%H(e$(

&

PV

)两组手术时间和手术失血量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Z

&)

B&B

!

术后比较
!

研究组术后产褥病率
G

例#对照组术后产褥

病率
*

例)两组术后腹部切口愈合良好)两组住院天数*恶露

持续时间无明显的变化)

B&C

!

病理结果
!

G%

例病理标本均为子宫平滑肌瘤)发生变

性有
'$

例#其中
G

例为囊性变#

$'

例间质透明变性#

$*

例红色

变性)

C

!

讨
!!

论

传统理论中不主张剖宫产同时行子宫肌瘤剔除术#原因主

要有以下
)

方面'

$

(

!$

$

&妊娠期子宫血供丰富#同时行子宫肌瘤

剔除术会增加产后出血和感染的可能)$

%

&妊娠子宫肌瘤较

软#与周围界限不清#增加手术难度)$

)

&产后子宫肌瘤可以变

小)而有些学者认为'

%

(

#随着高龄孕妇的上升#剖宫产率的增

加#妊娠合并子宫肌瘤越来越多见#所以剖宫产同时行肌瘤剔

除术可以减少患者二次手术的痛苦*经济负担和手术并发症#

并减少日后子宫切除的机会#妊娠晚期子宫对缩宫素敏感#手

术时难度无明显增加)相反#如果子宫肌瘤不处理#可影响子

宫收缩#增加产后出血和感染的机会#同时肌瘤也存在再次手

术的可能'

)E'

(

)本研究也说明剖宫产术中行子宫肌瘤剔除术是

可行的)

边旭明'

Z

(认为对于妊娠合并子宫肌瘤#应适当放宽剖宫产

指征#而不应顾忌手术难度及出血量较多#而$下转第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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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G

期



来作为哮喘变应原筛查的常规方法)支气管哮喘的吸入性变

应原阳性率与摄入性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

说明吸入性变应原是哮喘的常见致病因素#也更好地说明吸入

性变应原是引起变应性疾病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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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强阴道分娩#特别是子宫肌瘤较大或阻塞产道时选择剖宫产

同时行肌瘤剔除术是比较恰当的)近几年#作者借鉴参考文献

'

H

(在剖宫产术中剔除直径
H

$

$%3P

的子宫肌瘤#在手术时间

和出血量方面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证实了在剖宫

产术中行较大的子宫肌瘤剔除是可行的#但对特殊部位的子宫

肌瘤$如子宫角部*输卵管附近及阔韧带肌瘤等&处理应特别慎

重)总之#对妊娠合并子宫肌瘤的患者行剖宫产术#只要掌握

手术技巧#术中剔除肌瘤是可行的)

作者认为#在剖宫产术中行子宫肌瘤剔除术时#为了患者

的安全#首先要具备
%

个条件!$

$

&术前要备足血源%$

%

&术者要

有娴熟的技术#在术中遇到特殊情况能妥善处理#剖宫产同时

行子宫肌瘤剔除术才是安全可靠的)

参考文献"

'

$

( 乔福元
&

妊娠期子宫肌瘤的处理'

a

(

&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

科杂志#

%(($

#

$>

$

)

&!

$>GE$*(&

'

%

( 王俐英
&

妊娠合并子宫肌瘤剖宫产处理方法分析'

a

(

&

中

国现代医学杂志#

%(()

#

$)

$

$$

&!

$)%E$))&

'

)

( 林巧雅
&

妇科肿瘤学'

1

(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GGG

!

)%ZE)%>&

'

'

( 夏丽滨#余桂英
&

妊娠合并子宫肌瘤行剖宫产中切除的临

床效果观察'

a

(

&

临床研究#

%((G

#

'>

$

$%

&!

>'E>Z&

'

Z

( 边旭明
&

剖宫产同时子宫肌瘤切除术
%>

例分析'

a

(

&

中华

妇产科杂志#

$GG)

#

%*

$

H

&!

)H'E)HZ&

'

H

( 薛珍春
&

剖宫产术中子宫肌瘤剔除
%$

例临床体会'

a

(

&

实

用妇产科杂志#

%((*

#

%'

$

%

&!

$%(E$%%&

$收稿日期!

%($(E$%E($

!

修回日期!

%($$E($E$*

&

'$G$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G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