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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利用彩色多普勒超声"

3\e4

#评估精索静脉曲张"

i3

#与前列腺静脉丛之间的关系!以探讨
i3

的病因$方法

!

用
3\e4

对左侧
i3

组"

$'2

例#%双侧
i3

组"

2$

例#及对照组"

$%%

例#进行精索静脉%前列腺静脉丛内径"

Ti\

#及血流动力学

参数的观察!并对
'

组对象平静呼吸时
Ti\

%

i?D+?D;?

试验时前列腺静脉丛最大反流速度"

5ei

#及平静呼吸时的最大流速

"

9ei

#进行统计学分析$将两组
i3

患者的精索静脉内径"

Oi\

#分别与
Ti\

%

5ei

及
9ei

进行相关分析(并对其中
'%

例
i3

患者术前术后
Ti\

%

5ei

%

9ei

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双侧
i3

组
Ti\

及
5ei

均明显大于对照组及左侧
i3

组"

$

$

%&%$

#(

左侧
i3

组
Ti\

%

5ei

与对照组比较!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

'

组对象
9ei

比较!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

'%

例
i3

患者手术前%后
Ti\

%

5ei

及
9ei

比较!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结论
!

双侧
i3

患者可能伴随有潜在的系

统性血管异常$

"关键词#

!

前列腺(静脉(精索静脉曲张(系统性血管异常(超声检查!多普勒!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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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索静脉曲张$

;?B#7"7<D<

#

i3

%的发病机制至今尚无定论#

以往一致认为
i3

是由于其解剖学的特殊性所造成#如精索静

脉丛与盆腔静脉丛存在较多交通#精索静脉走行距离长#左精

索静脉垂直汇入左肾静脉等*但大部分只能作为左侧
i3

的

原因#不能很好地解释双侧
i3

及右侧
i3

*本研究采用彩色

多普勒超声$

3\e4

%观察到
i3

患者前列腺静脉丛亦可出现反

流*因此#本研究通过经会阴
3\e4

检测前列腺静脉丛#评估

其与
i3

的关系#从而判断
i3

患者是否存在潜在的系统性血

管异常#进一步探讨
i3

的原因*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1%$$

年
-

月至
1%$'

年
$$

月在本院男

性科诊治的左侧
i3

患者
$'2

例$左侧
i3

组%#年龄
$/

!

0/

岁(双侧
i3

患者
2$

例$双侧
i3

组%#年龄
11

!

0)

岁#

i3

患

者均经临床及
3\e4

检查确诊*收集同期健康男性志愿者
$%%

例为对照组#年龄
$2

!

0-

岁*

>&?

!

方法
!

采用
S+?"=<\̀ )

彩色超声诊断仪#探头
[921'

#

频率
2

!

$'PNK

#对受试者进行检查*检查方法!受试对象取

截石位#将探头置于会阴处#纵切扫查#在阴茎背深静脉汇入前

列腺静脉丛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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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图
$

%#测量精索静脉内径$

Oi\

%)

平静呼吸时前列腺静脉丛内径$

Ti\

%)

i?D+?D;?

试验时最大反

流速度$

5ei

%及平静呼吸时的最大流速$

9ei

%脉冲多普勒取

样时#声束尽量与血管平行#采样角度小于
)%o

*各参数均测量

'

次#取其平均值*此段静脉接受来自阴茎背深静脉的血流#

正常情况下#平静呼吸时#血流方向远离探头#显示为蓝色血流

信号$图
1

%(

i?D+?D;?

实验出现返流时#血流方向朝向探头#显

示为红色血流信号*

图
$

!!

前列腺静脉丛二维声像图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TOO$'&%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

理#计量资料以
I6"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20)$

重庆医学
1%$2

年
0

月第
00

卷第
$1

期



Ti\

与前列腺静脉丛参数的相关性采用
T<?B+",

相关分析#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图
1

!!

前列腺静脉丛
3\e4

声像图%显示为蓝色血流信号&

?

!

结
!!

果

?&>

!

'

组对象前列腺静脉丛相关参数比较
!

双侧
i3

组
Ti\

均大于左侧
i3

组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

左侧
i3

组与对照组的
Ti\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双侧
i3

组
5ei

大于左侧
i3

组及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而左侧
i3

组与对照组
5ei

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2

%*

'

组对象
9ei

比较#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2

%#见表
$

*

表
$

!!

'

组对象前列腺静脉丛相关参数比较%

I6"

&

组别
/ Ti\

$

88

%

5ei

$

78

"

+

%

9ei

$

78

"

+

%

对照组
$%% 1&0)6%&0)

?

)&-061&$(

?

1&/(6%&--

左侧
i3

组
$'2 1&)'6%&2$

?

-&)/61&/0

?

'&$-6%&($

双侧
i3

组
2$ '&'06%&/- $)&206-&)1 '&$)6$&12

!!

?

!

$

$

%&%$

#与双侧
i3

组比较*

?&?

!

i3

患者
Oi\

与前列腺静脉丛相关参数的相关性分析

!

i3

患者
Oi\

与
9ei

均无相关性#双侧
i3

组
Oi\

与

Ti\

及
5ei

呈正相关*左侧
i3

组
Oi\

与
Ti\

及
5ei

无

相关性#见表
1

*

表
1

!!

i3

患者
Oi\

与前列腺静脉丛相关参数相关性分析

组别
Ti\

6 $

5ei

6 $

双侧
i3

组左侧
Oi\ %&2(

$

%&%2 %&)$

$

%&%2

双侧
i3

组右侧
Oi\ %&-%

$

%&%2 %&)(

$

%&%2

左侧
i3

组左侧
Oi\ %&)0

%

%&%2 %&))

%

%&%2

?&@

!

'%

例
i3

患者手术前)后前列腺静脉丛相关参数比较
!

'%

例
i3

患者手术前)后的
Ti\

)

5ei

及
9ie

比较#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2

%#见表
'

*

表
'

!!

'%

例
i3

患者手术前'后前列腺静脉丛

!!!

相关参数比较%

I6"

&

项目 手术前 手术后
$

Ti\

$

88

%

1&//6%&)) 1&/)6%&2) %&02

5ei

$

78

"

+

%

$%&1'60&'' $%&$16'&)2 %&)1

9ie

$

78

"

+

%

'&$06$&%1 '&%(6%&(/ %&2)

@

!

讨
!!

论

i3

多发生在左侧#但近年来发现双侧
i3

的发病率可达

本病的
0%M

以上&

$

'

*左侧精索静脉成直角进入左肾静脉#右

侧在右肾静脉下方成锐角汇入下腔静脉#少数直接进入右肾静

脉*而前列腺静脉主要以丛的形式出现#前列腺静脉大部分经

髂内静脉回流至下腔静脉#另有少数通过直肠上静脉回流进入

门脉循环&

1

'

*

本研究采用经会阴探查#是考虑到如经腹壁用低频凸阵探

头探查容易受被检查者肠气干扰#而前列腺静脉丛内径小)血

流速度慢#用低频凸阵探头无论是二维还是彩色血流显示效果

均不理想*采用经直肠的前列腺超声虽然显示效果较理想#但

会使受检者身感不适#心理上也不易接受*采用经会阴高频探

头探查#能让探头距离前列腺静脉丛更近#声束能量衰减少#不

受肠气干扰#高频探头在二维及彩色血流显示效果上均较理

想*并可以在经阴囊检查完精索静脉后#接着检查前列腺静脉

丛#保持了检查的连续性#方便操作#减少操作时间#不会让受

检者身体上产生不适及心理上产生不耐烦的情绪*采用经会

阴探查前列腺静脉丛是借鉴了
]?8"#

&

'

'的经会阴
3\e4

用于

盆腔静脉淤血综合征的研究#前列腺静脉丛的测量位置为阴茎

背深静脉汇入前列腺静脉丛
$

!

178

处*该段前列腺静脉丛

距离会阴体表近#高频超声显示效果好#此段静脉接受来自阴

茎背深静脉的血流*

本研究结果显示#双侧
i3

患者
Ti\

及
5ei

大于对照组

及左侧
i3

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因此#可以认

为双侧
i3

组的患者前列腺静脉丛存在扩张的现象*从解剖

学上看#前列腺静脉丛与左)右侧精索静脉的回流途径各不相

同#也并不存在直接的交通连接*因而引起左侧
i3

的相关解

剖或机械压迫等原因并不能直接解释前列腺静脉的扩张及反

流现象#本研究结果中左侧
i3

组
Ti\

及
5ei

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本研究
'%

例
i3

患者的

Ti\

)

5ei

及
9ei

在手术前)术后比较#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2

%#说明精索静脉结扎后引起的血流动力学改变并不

会引起前列腺静脉丛的血流动力学改变#排除了
i3

与前列腺

静脉丛扩张之间在解剖上的直接因果关系#可认为二者之间可

能存在着一些非解剖因素上的潜在的原因*

有研究表明#患
i3

的人群中大隐静脉曲张的患病率要高

于正常人群&

0.)

'

*一般认为原发性大隐静脉曲张#是因为先天

性静脉瓣膜或静脉壁薄弱#并在血液的重力及压力作用下#致

股
.

隐静脉瓣膜功能被破坏&

-

'

*其病理改变主要为静脉内径增

宽#管壁增厚#管壁内纤维组织增多#平滑肌细胞形态失常#排

列紊乱#弹性纤维断裂#分布不连续#数量明显减少#胶原纤维

增生#排列不规则&

/

'

*虽然这些改变与静脉回流障碍及压力增

高密切相关&

-

'

#血液倒流常常也是发病或病情加重的一种促进

因素#丁锐等&

(

'研究发现#部分大隐静脉在发生曲张之前#静脉

本身的病理改变就已经存在#

i3

患者的精索内静脉亦存在相

似的病理改变&

$%

'

*有研究表明冠状动脉扩张的患者比冠心病

患者的
i3

患病率高&

$$

'

#冠状动脉扩张经常伴有其他动脉系

统扩张性疾病#如腹主动脉瘤)基底动脉瘤#或者静脉系统血管

的扩张性疾病如大腿静脉曲张等*赵新祥等&

$1

'倾向于冠状动

脉扩张是一种系统性血管壁异常型性疾病*基质金属蛋白酶

$

PPT

%在下肢静脉曲张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

$'

'

#且
PPT

在精索静脉曲张及一些慢性静脉疾病中亦有

表达&

$0.$2

'

*

综上所述#双侧
i3

与前列腺静脉丛扩张相关#以及
i3

与大隐静脉曲张及冠状动脉扩张患病率的相关性#其病因可能

统一于血管本身的病理异常#且可能同时合并全身其他若干血

管的异常*总之#双侧
i3

与前列腺静脉丛扩张存在相关性#

)0)$

重庆医学
1%$2

年
0

月第
00

卷第
$1

期



双侧
i3

患者很可能存在着潜在的系统性的血管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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