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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FFG

"

J42+Vb&N-W2Q-F2-QQ-W2Q

'

Q*+

0-2+42M

P

-12Q*+4/Q*M1/+,,4

)

U

*

&V4Q +̂R *̂+5,4Q-/

"

<$";

"

)

#

%

$'

;<#B;;)&

#收稿日期'

<$"'B"<B<<

"

修回日期'

<$"%B$"B<#

$

$综
""

述$

""

M-1

'

"$&;)%)

(

P

&1KK2&"%:"B#;!#&<$"%&"<&$!"

腹腔镜手术与静脉血栓栓塞症的研究进展&

黄
"

璜"综述!吕富荣<

!陈
"

虹"

%审校

"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

!$$$"%

&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

!$$$"%

#

""

%关键词&

"

腹腔镜&静脉血栓栓塞&预防

%中图分类号&

"

%̂'%

%文献标识码&

"

6

%文章编号&

"

"%:"B#;!#

"

<$"%

#

"<B":$'B$;

""

腹腔镜手术在发达国家已成为最常见的手术方式之一"其

技术可行性与重复性已经得到证实"但是它的安全性尚存在一

定的争议%与开腹手术相比"腹腔镜手术具有切口小&出血少&

伤口感染及粘连减少&住院时间缩短等优点%但腹腔镜手术在

一定程度上易导致血流动力学改变&血液高凝状态及全身细胞

因子反应等改变"随着腹腔镜手术的广泛开展"腹腔镜术后并

发静脉血栓栓塞症#

R+2-5KQ*F-,05K+,0-/1K,

"

LNb

$的报道

也较前增多"而
LNb

可能引起肺栓塞导致高致残率及高致死

率"本文主要探讨腹腔镜手术与
LNb

发病率及相关预防的研

究进展%

!

"

腹腔镜术后
LNb

的发病率

""

目前国内外对于腹腔镜术后
LNb

发病率的报道差异较

大%一项包括
";#%)'

例胃肠道良性病变手术的研究中"腹腔

镜术后
LNb

发病率为
$&<#I

#

<')

(

)<!)$

$"开腹手术术后

LNb

发病率则为
$&')I

#

<:"

(

!%

"

"$'

$"同时在该研究的单因

素分析中"包括胆囊切除术&阑尾切除术&脾切除术及抗返流

术"均提示腹腔镜术后
LNb

发病率低于开腹手术"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

)

"

*

!

9*4

E

1F-

等)

<

*报道的
;""$)

例结直

肠手术#包括结直肠癌&炎症性肠病&结直肠憩室及其他良性病

变$中"腹腔镜手术
#)%%

例"并发
LNb"$#

例"开腹手术

<<"!;

例"并发
LNb%!<

例"

LNb

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IG#&<&)I

"

!

$

$&$"

$"其中结直肠憩室术后

LNb

发病率最高"但与其他疾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C4F0+F

等)

;

*完成的关于
!!"%:

例子宫切除术#均为子

宫良性病变$的研究中"

;"!;!

例微创手术#

<<'')

例腹腔镜手

术"

##:'

例经阴道子宫切除术$患者中并发
LNb

的有
:;

例

#

$&<;I

"

:;

(

;"!;!

$"其中有
!:

例肺栓塞"占总人数
$&"'I

"

"<:;;

例接受开腹手术患者并发
LNb

的有
#"

例"占总人数

$&%!I

"合并肺栓塞者
'!

例"占总人数的
$&!<I

"

!

$

$&$"

%

以上
;

项大型回顾性研究均提示腹腔镜术后
LNb

的发病率低

于开腹手术%但有相关研究则持相反观点"

A51//-5

等)

!

*研究

的结直肠癌患者中"

';%

例腹腔镜患者有
'

例发生
LNb

#

"&"I

$"

<%#

例 开 腹 患 者 则 有
<

例 发 生
LNb

#

$&:I

$"

V+5M+=>+F

等)

'

*报道的
<'$

例腹腔镜患者中"并发
LNb"

例"

同时未发现开腹患者并发
LNb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故在

目前研究中"腹腔镜术后与开腹术后
LNb

的发病率尚存在一

定的争议"但偏向腹腔镜术后
LNb

发病率相对较开腹手术可

能更低%

上述文献报道可能存在的不足有'#

"

$目前开腹手术患者

多合并更多的伴随疾病"因此在比较过程中"风险调整及疾病

严重程度分层是关键性的一步"但大多数研究者均未提及是否

进行风险调整及疾病分层!#

<

$不同研究样本数的影响"如
;

项

大型回顾性研究结论一致"可信度相对较高!#

;

$多数
LNb

为

无症状血栓"研究者可能出现漏检!#

!

$上述文献均未提及是否

使用血栓预防措施的相关信息"故对于腹腔镜组
LNb

发病率

更低"是否存在使用了血栓预防的可能尚待明确"但目前指南

中"在开腹手术中同样推荐术后血栓预防"故此争议可能性较

小!#

'

$研究者们以院内
LNb

发病者为研究对象"因此患者出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卫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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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后的
LNb

发病率并不明确"而腹腔镜手术患者通常住院天

数较短"可能是导致误差的主要因素!#

%

$上述文献涉及的疾病

包括胆囊切除&阑尾切除&抗返流术&胃旁路术&结直肠切除及

子宫切除等"其手术方式&手术时间&手术体位&气腹压力及疾

病本身影响均有可能不同"从而导致差异存在%因此为确定腹

腔镜手术在降低术后
LNb

发病率方面是否存在优势"及是否

应该常规使用预防手段"可能需要更多大型前瞻性研究证实%

"

"

腹腔镜手术引发
LNb

的危险因素

""

血栓形成的三大要素包括血流动力学的改变&血液成分的

改变及血管壁的改变"而在腹腔镜手术中"由于特殊的手术体

位&人工气腹的运用及手术本身因素对上述危险因素的影响"

均可能导致患者术后
LNb

发病率增高%

"&!

"

人工体位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

腹腔镜手术通常采用头

低臀高位#

N

体位$及头高臀低位#

FN

位$%

N

体位时"控制腹

内压恒定为
";,,3

.

"外周血管阻力平均增加
"!I

!

FN

体位

时"受重力作用影响可引起回心血量减少&中心静脉压下降及

前负荷减少)

%

*

%故上述两种体位均有可能引起静脉血流淤滞"

从而导致
LNb

发生率增加"且此类改变对于合并心功能受损

者影响较大%但是当腹内压控制在
"<,,3

.

以下"倾斜度控

制在
<$o

及保证患者
84D_

<

$

!'&"",,3

.

时"虽然存在血流

动力学的改变"手术仍相对安全)

:

*

%因此"虽然人工体位可能

引起
LNb

发病率增加"但是如果控制腹内压&倾斜度及

84D_

<

在一定范围内"可降低其风险%

"&"

"

人工气腹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

腹腔镜手术中通常采

用二氧化碳人工气腹维持腹内高压状态"在使用人工气腹时"

由于腹内压的增高导致腹腔内静脉回流受阻"回心血量相应下

降"致使患者循环功能不同程度受到抑制"易导致患者血流淤

滞"黏稠度增高%当腹内压超过下肢静脉血压时"下肢静脉扩

张"静脉内压力升高"可能导致静脉内皮微撕裂诱发凝血"使患

者下肢易形成血栓%但在气腹应激状态下"人体内儿茶酚胺&

多巴胺&血管紧张素&肾上腺素等应激性激素水平增加"导致心

肌收缩力反应性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心排血量可增加"可加快

静脉血流回流速度%因此人工气腹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尚需

更多的研究证实%

"&#

"

腹腔镜手术对血凝的影响
"

近年有研究表明"腹腔镜手

术及开腹手术均可导致血液高凝状态"但两者存在较为显著的

差异%行腹腔镜手术患者"术后纤维蛋白原及
\B

二聚体水平

均较开腹手术者显著升高"故该研究考虑腹腔镜手术较开腹手

术更易导致血液高凝状态)

#

*

%同时亦有学者发现"在腹腔镜手

术及开腹手术中"腹腔镜术后凝血酶原片段#

Z"e<

$较开腹手

术增高多"但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

%因此"腹

腔镜手术对血凝的影响相对较大"在一定程度可增加术后并发

LNb

风险%

"&D

"

腹腔镜手术对再灌注的影响
"

腹腔镜气腹术应用所致腹

内压增高"易导致腹腔内脏出现缺血现象"术后脏器的缺血再

灌注"激活黄嘌呤氧化酶"产生自由基引发应激反应"有可能导

致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引起相应凝血系统激活%目前常用的评

估围术期深静脉血栓发病率的
D4

E

F121

风险评估模型)

"$

*中提

及"腹腔镜手术#

!

!',12

$为
LNb

发病的危险因素"而在目前

的研究中"提示同类手术中腹腔镜手术时间较开腹手术通常更

长"脏器缺血时间相应延长"可能进一步加重再灌注损伤"增加

LNb

发病率%

#

"

术后降低
LNb

发病率的预防措施

#&!

"

物理预防

#&!&!

"

加压治疗#

=-,

E

F+KK1-2QF+4Q,+2QK

$

"

目前主要包括间

断气囊压迫&弹力袜及下肢加压绷带%通过术前
;M

使用间断

气囊压迫"可降低术后
;

&

:M

血清
\B

二聚体水平及
LNb

发病

率)

""

*

%同样"使用弹力袜或下肢加压绷带于下肢加压
"$

!

;$

,,3

.

"可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深静脉血栓的形成"采取
;$

!

!$

,,3

.

加压可预防血栓形成后综合征)

"<

*

%但是
<$"<

年美国

胸科医师学院发表的-抗栓治疗和血栓预防指南.

)

";

*中提出了

关于加压治疗存在不确定性"即虽然患者对于加压治疗耐受性

较好"但是相较药物预防并无优势"建议与药物联合使用%

#&!&"

"

神经肌肉电刺激#

2+5F-,5K=5/4F+/+=QF1=4/KQ1,5/4Q1-2

"

VGb9

$

"

患者卧床
!*

后下肢血流速度明显降低约
!:I

"这

可能导致术后患者
LNb

发生率增加"但在腓肠肌群采取

#

<)&"#(!&<

$

L VGb9

后"可使血流速度在此基础上明显增

加"即可能减少并发
LNb

的危险因素"但并未报道是否能够

确切降低
LNb

发病率)

"!

*

%

#&"

"

药物预防
"

就目前研究而言"结直肠癌手术患者术后

LNb

发病率较其他腹部手术更高"因此结直肠癌术后预防

LNb

的指征更为明确%因恶性肿瘤患者
LNb

发病率通常较

良性肿瘤更高"故恶性肿瘤患者术后更应使用药物预防
LNb

)

"'

*

%目前常规使用药物多为肝素&低分子量肝素及华法林"但

是新型抗凝药物
O4

因子抑制剂#如利伐沙班等$的发展也为

术后药物预防血栓提供了新的方向%

#&"&!

"

肝素
"

肝素是一种在体内外均有抗凝作用的多聚体"

腹腔镜术后使用
!

周肝素
<#

(<

M

与使用
"

周肝素
#

(<

M

相比"

前者明显降低了结肠癌患者
LNb

的发病率#

$G#J)&:I

$"且

未发现出血倾向的增加%但因肝素需胃肠道外给药"院外使用

不便"目前使用较少)

"%

*

%

#&"&"

"

低分子肝素
"

低分子肝素由普通肝素解聚而来"具有

体内半衰期长"出血倾向小等特点"是目前常用预防血栓形成

的药物%国外曾报道
:#

例腹部手术后并发致死性肺栓塞的病

例"其中
!"

例发生于未行血栓预防的患者 #

!"

(

"'!<:

"

$&<:I

$"明显高于使用低分子肝素预防血栓的患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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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高度推荐选择性外科手术术前使用低分

子肝素预防血栓"尤其是在有肺栓塞高度风险的结直肠癌患

者%同时
L+==*1-

等)

":

*认为"考虑到术后
LNb

风险增加"低

分子肝素应常规运用于腹腔镜脾切除术后患者"对于高危患

者"可考虑合用华法林及阿司匹林"遗憾的是"该研究并未报道

具体数据%而考虑到使用华法林抗凝"则需注意其治疗窗窄"

有效血药浓度率不足
'$I

"易存在抗凝不足或抗凝过度"可能

增加血栓发生率或出血率"需密切监测国际标准化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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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伐沙班
"

利伐沙班为直接
O4

因子抑制剂"药代动

力学呈现剂量依赖性"可口服给药"且无需监测
HV̂

%

X-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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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与阿司匹林#

"$$,

.

(

M

$及低分子肝素#

!$$$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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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利伐沙班#

"$,

.

(

M

$有更好的抗凝效果"其术后发

生
LNb

发病率低于阿司匹林组及低分子肝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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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

外"国外有研究证实"利伐沙班在用于预防
LNb

方面"疗效并

不逊色于目前的标准治疗#依诺肝素
e

维生素
7

抑制剂$"但

是并发术后失血及创口愈合不良的概率增大%因此"临床医生

如需使用利伐沙班预防术后
LNb

的发生"需要密切监测血红

蛋白水平及创口愈合情况"必要时补充血容量及对症支持治

疗%但目前利伐沙班多用于骨科术后预防
LNb

"应用范围仍

相对较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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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多项研究表明"血栓预防可明显降低术后
LNb

的发

病率"但单纯针对腹腔镜术后
LNb

预防的研究却少有报道"

可能需要更多研究证实%但就目前数据来看"腹腔镜术后可考

虑行血栓预防"必要时"物理预防措施联合用药可降低
LNb

的发病率%但在抗凝治疗前"需排除抗凝禁忌"并评估出血风

险"这样可以指导用药"减少出血并发症%

D

"

小
""

结

""

腹腔镜手术存在多种增加术后
LNb

发病率的危险因素"

但从目前研究来看"腹腔镜术后
LNb

发病率与传统开腹手术

相比并无确切结论"对于腹腔镜术后
LNb

的发病机制需进一

步研究!而随着腹腔镜手术的迅速发展"其手术涉及范围及难

度必将增大"术后
LNb

的发病率可能会增加"因此需根据患

者具体情况选择手术方式%控制气腹压力"必要时采取物理预

防及抗凝措施对降低
LNb

发病率有一定效果"但应注意抗凝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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