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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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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单切口可调节尿道中段悬吊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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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吊带$和经耻骨后尿道中段悬吊术"

-̂ -

$在治疗女性压力性尿

失禁的疗效与安全性&方法
!

回顾性分析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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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压力性尿失禁患者!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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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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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吊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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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根据病史%查体%膀胱镜检查%尿流率测定%诱发试验%尿失禁问卷表简表"

PUP*e*;O

$评分等明确诊断及分度&并对所

有患者术后
)

个月随访尿流率%诱发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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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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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吊带组术中并发症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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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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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两组的客观治愈率%

主观满意度%术中失血量%术后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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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尿困难%会阴不适%性交不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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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切口可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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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中更简单%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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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性尿失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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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在咳

嗽或喷嚏等动作使腹压增高时出现的不自主的尿液自尿道外

口渗漏!是中老年女性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常见原因为多产'

肥胖'年龄等"

;.P

影响着高达
2#3

的妇女!在个人的社交'

心理'职业'性生活等方面造成诸多困扰(

!

)

!对于中重度患者在

保守治疗无效情况下则需手术"经耻骨后尿道中段悬吊术

$

-̂ -

%'经闭孔尿道中段悬吊术$

-̂ -*B

+

-B-

%作为治疗
;.P

的常用术式!均取得了较好的中远期疗效!但术后常出现血管

损伤'膀胱损伤'腹股沟区疼痛不适等并发症(

'*(

)

"为了优化术

式!

'##$

年出现了第
2

代单切口微小吊带!单切口可调节吊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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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吊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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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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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

!

]@809DJ<F@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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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采用的锚拴设计依托闭孔内肌与

闭孔筋膜之间!并在穿刺后可进行吊带的双向调节!减少了相

关并发症的发生及提高了手术疗效"

]6A6?@

等(

)

)报道
:

[

C>A

-S

吊带术后
'

年随访客观治愈率达
,2"+3

!主观治愈率达

,!"$3

"本文报道了行人工吊带尿道中段悬吊术患者
,,

例!

其中
-̂ -)'

例!单切口可调节
:

[

C>A

-S 吊带
')

例!现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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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吊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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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女性尿失禁的近期疗效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

的
;.P

行手术治疗患者
,,

例!所有患者均有较严重的腹压下

漏尿症状!咳嗽诱发试验均为阳性!术前通过相关检查排除有

逼尿肌过度活动'括约肌损伤'精神障碍'怀孕和凝血机制障

碍'尿路感染等情况"

)'

例行
-̂ -

患者$

-̂ -

组%中!轻度尿

失禁
!'

例!中度
(!

例!重度
1

例*平均年龄$

(2"+c)"(

%岁*最

大尿流率$

'2"#c("!

%

&W

+

>

*膀胱残余尿$

!("2c!#"'

%

&W

*尿

失禁问卷表简表$

PUP*e*;O

%评分 $

,"(c'"2

%分*病程
!

!

!!

年!平均$

)"2c'"!

%年*分娩次数
!

!

(

次!平均$

'"$c#",

%次"

')

例患者行单切口可调节
:

[

C>A

-S吊带$

:

[

C>A

-S吊带组%!按

;.P

分度#轻度
+

例!中度
!$

例!重度
(

例*平均年龄$

($"2c

$"1

%岁*最大尿流率$

'("#c2")

%

&W

+

>

*膀胱残余尿$

!$"#c

1")

%

&W

*

PUP*e*;O

评分$

,"1c2"+

%分*病程
#",

!

)"#

年!平均

$

("'c#"+

%年*分娩次数
!

!

2

次!平均$

!"1c#"(

%次"

B"C

!

方法

B"C"B

!

术前准备及手术方式
!

术前
2

天每天予以
'

次聚维酮

碘灌洗阴道!所有患者均采用硬膜外麻醉!截石体位!术前
2#

&<7

单次应用广谱抗生素"

)'

例行
-̂ -

术!具体手术步骤见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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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单切口可调节
:

[

C>A

-S吊带术!具体手术

步骤#$

!

%距离尿道外口下
!

!

'%&

处的阴道前壁正中行约
!

%&

纵向切口!切开阴道黏膜全层!从尿道阴道间隙分离阴道黏

膜达双侧耻骨降支*$

'

%置入导引器!分别在
!#

点及
'

点钟方

向推动引导器固定锚栓!使针尖越过耻骨降支!转动手柄!推动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2'

期



表
!

!!

-̂ -

与
:

[

C>A

-S组术中及术后测量指标比较

组别
&

平均手术时间

$分!

HcC

%

平均失血量

$

&W

!

HcC

%

术中并发症

(

&

$

3

%)

术后
)

个月
PUP*e*;O

$

HcC

%

客观治愈率

$

3

%

-̂ -

组
)' $#"#c!'") 2#"#c'$"# (

$

)"$

%

#")c#"( 12"2

:

[

C>A

-S吊带组
') !#"#c("' 2$"#c!,"# !

$

2",

%

#")c#"$ 1'"2

!

#

#"#!

$

#"#$

#

#"#$

$

#"#$

$

#"#$

固定锚栓穿过闭孔内肌和闭孔膜!牵拉吊带以确定固定妥当!

推动引导器释放杆释放锚栓!沿置入路径反向撤出导引器"

$

2

%调整吊带松紧至合适!插入探针推进吊带锁锁住锚栓!取出

探针!于尿道前侧沟水平剪除多余吊带!可吸收线缝合阴道切

口"两组手术在吊带置入后!均向膀胱内注入生理盐水
2##

!

(##&W

!行咳嗽诱发试验并根据试验结果进行吊带张力的调

整"仔细记录手术时间'术中相关并发症'出血量'麻醉效

果等"

B"C"C

!

术后处理
!

术后卧床且常规留置导尿管
2

!

$F

!常规

予以抗生素预防感染
2

!

$F

"术后嘱不宜剧烈咳嗽!术后
!

周

开始予以高锰酸钾
!n$###

稀释后坐盆
'

周!术后
2

个月内

避免重体力劳动"

B"C"D

!

疗效评定
!

所有患者于术后
)

个月进行门诊随访!进

行咳嗽诱发试验!尿流率明确治疗效果"患者术前及术后
)

个

月分别填写
PUP*e*;O

问卷"

B"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0;;!1"#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
HcC

表示!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

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率表示!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

两组患者术前
;.P

分度'平均年龄'最大尿流率'膀胱残

余尿'

PUP*e*;O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手术时间'

术中失血量'术中'术后并发症见表
!

'

'

"

:

[

C>A

-S吊带组手术

操作时间明显低于
-̂ -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C>A

-S吊带组术中并发症发生率低于
-̂ -

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术中失血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术后
)

个月门诊随访!

-̂ -

组客观治愈率达
12"23

!

:

[

C>A

-S

吊带组客观治愈率达
1'"23

!手术疗效显著!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远期并发症方面见表
'

!

-̂ -

组出现性交不适

!

例!两组在新发
B:=

'会阴区不适感'主观满意度'

PUP*e*;O

$术后
)

个月%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均

未出现排尿困难'吊带腐蚀'切口感染'疼痛等并发症"

表
'

!!

-̂ -

与
:

[

C>A

-S组术后
)

个月内并发症比较

组别
&

新发
B:=

(

&

$

3

%)

排尿困难

$

&

%

会阴区不适感

(

&

$

3

%)

性交不适

(

&

$

3

%)

主观满

意度$

3

%

-̂ -

组
)' 2

$

(",

%

# $

$

,"!

%

!

$

!")

%

1$"#

:

[

C>A

-S吊带组
') !

$

2",

%

# '

$

+"+

%

# 1)"!

!

$

#"#$

$

#"#$

$

#"#$

$

#"#$

$

#"#$

D

!

讨
!!

论

!!

;.P

是中老年妇女的常见病!对于不同程度的
;.P

在行

保守治疗无效'排除合并膀胱逼尿肌或括约肌功能损伤的情况

下!均推荐行手术治疗"自
!11)

年开展的第
!

代尿道无张力

吊带术
-̂ -

到第
'

代
-̂ -*B

+

-B-

!均有较高的膀胱穿孔'

血管损伤'腹股沟区疼痛等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了进一步优

化手术及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0@A9D>

等(

,

)于
'##$

年发明了第

2

代经阴道单切口微小吊带$

S.;

%!在之后衍生出各种微小吊

带术式!包括
-̂ -*;@%C9@

'

S<7<*:9%

'

-̂ -*V

'

:

[

C>A

等"

Z9<

H

*

D9<6F<>

等(

1

)对接受
-̂ -*B

及
:

[

C>A

吊带手术的患者进行长达

''

个月的随访!在治愈率方面无明显差别$

:

[

C>A

组客观治愈

率为
,("+3

!

-̂ -*B

组为
,)"#3

*

:

[

C>A

组主观治愈率为

,!"'3

!

-̂ -*B

组为
,'")3

%*

'#!'

年苗娅莉等(

!#

)率先在国

内开展单切口微小吊带手术!对
!#

例患者术后
)

个月的随访

发现!主观治愈率'客观治愈率均达到
!##3

"在降低相关并

发症方面!

:

[

C>A

有较明显的优势!与
-̂ -

相比!置入体内的

吊带材料相对较少!可降低因吊带材料而导致的局部刺激反

应"且
:

[

C>A

吊带具有双向可调节的优势!在术中可根据患者

咳嗽诱发试验的结果及时对吊带张力进行调整!减少了因吊带

张力过大或过小所出现的排尿困难或抗尿失禁效果不佳"

]6C&677

等(

!!

)实施的长期研究则对
$'

例
;.P

患者实施了

:

[

C>A

-S手术!术后随访
'1

个月!客观治愈率达
,)"23

!表明

:

[

C>A

-S吊带在治疗
;.P

中有较好的长期治愈率"相比
-̂ -

术后
!!

年达
++3

的治愈率(

!'

)

!因
:

[

C>A

-S吊带应用临床时间

较短!到目前为止无权威的
$

年以上的术后随访数据报告!故

目前仍有较多医生对
:

[

C>A

-S吊带持质疑态度"为了进一步

推广
:

[

C>A

-S吊带在临床中的应用!需各大临床中心及临床医

生进一步的长期术后随访"

在本研究中!

:

[

C>A

-S吊带组手术时间明显短于
-̂ -

组!

主要由于
:

[

C>A

-S吊带术中无需膀胱镜检查"

:

[

C>A

-S吊带组

术中并发症发生率亦低于
-̂ -

组!这主要由于
-̂ -

是将导

针盲穿经过耻骨后区可能造成膀胱穿孔'血管损伤等风险*而

:

[

C>A

-S吊带是将置入的吊带末端锚定在闭孔内肌和闭孔筋膜

之间!无须从耻骨联合上切口穿出!避免了因穿刺通路所导致

的血管'膀胱等组织损伤"

-̂ -

组中术后出现性交不适
!

例!

其可能为#$

!

%手术损伤阴道前壁供应阴蒂的血管及阴部神经*

$

'

%术后患者阴道前壁切口瘢痕化'分泌减少*$

2

%吊带发生阴

道侵蚀导致性交疼痛及异物感"

-̂ -

组与
:

[

C>A

-S吊带组新

发
B:=

分别出现
2

例$

(",3

%及
!

例$

2",3

%!这多与尿路感

染或吊带刺激膀胱尿道相关!予以抗感染'对症治疗及长时间

后!症状多消失"

-̂ -

组与
:

[

C>A

-S术后出现会阴区不适感分

别为
$

例$

,"!3

%及
'

例$

+"+3

%!可能与吊带末端和锚栓的异

物性刺激导致局部组织水肿!或刺激闭孔神经末梢有关!症状轻

且均在短期内消退"而
-̂ -

穿越了诸多盆筋膜组织及肌肉!组

织损伤的存在使术后疼痛持续较久'性质较剧烈"术中出血量

两组均无明显差异!且无术中大出血及需输血治疗等发生"

本研究中!

-̂ -

与
:

[

C>A

-S的客观治愈率分别为
12"23

及
1'"23

!主观满意率分别为
1$"#3

及
1)"!3

!两组患者术后

生活质量明显提高!表明
-̂ -

与
:

[

C>A

-S有同样的治疗效果!

且均为微创手术!手术操作简单!术后短期治愈率高!是目前治

疗
;.P

的有效方法"但与
-̂ -

相比!

:

[

C>A

-S吊带更简单'安

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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