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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组织高频焊接技术在肝脏切除术中的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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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软组织高频焊接技术应用于动物肝脏部分切除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为其临床应用提供

依据%方法
!

将
$%

只
Q3

大鼠行软组织高频焊接技术切除肝脏部分组织!记录术中出血量!检测术后
$

周肝功

能恢复情况和肝脏切口恢复情况%结果
!

肝脏切除过程基本无出血!术后
$

周肝功能基本恢复正常!肝脏切口

恢复良好%结论
!

使用软组织高频焊接技术行肝脏部分切除基本无出血!并且安全可靠%

"关键词#

!

软组织高频焊接技术#肝脏切除术#手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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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肿瘤治疗方法首选以外科根治性手术切除

为主的综合治疗)目前#肝脏切除手术方法有多种#

例如传统的缝合线结扎切除*超声刀切除*电刀切除

等'

$.'

(

)但是在精准切除和切除止血方面#目前仍未

找到更有效的办法)软组织高频焊接技术作为新兴

的外科技术#起源于乌克兰巴顿焊接研究院#目前在

乌克兰和俄罗斯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

0

(

)国内已经

有关于软组织高频焊接技术的报道'

6

(

#已有团队已经

将技术应用于肠道*胆囊和血管焊接的动物实验研

究#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

)本研究将探讨软组织

高频焊接技术应用动物肝脏部分切除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为其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健康成年雄性
Q3

大鼠
$%

只#体质量在

1%%

"

16%

D

#由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动物实验中心

提供)人体组织器官焊接仪
T_f̀.'%%

$乌克兰国家

科学院巴顿焊接研究院生产&)

@&A

!

动物处理
!

所有参与本实验的动物从动物实验

中心领取后#适应性喂养
$

周)实验前禁食
$1?

#自

由饮水)麻醉药物为
'R

戊巴比妥钠#剂量按照
'%

@

D

"

P

D

计算)麻醉方式采用肌内注射)采用备皮刀

在腹部去毛#碘伏消毒#使用手术刀#在右肋缘下切口

约
$&6B@

#锐性切开皮肤后#暴露肝脏)

@&B

!

肝脏部分切除
!

通过无齿镊夹住肝叶#使用人

体组织器官焊接仪#在档位-

BH>>#,

D

Ja'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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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f

#频率
L06%PJO

&#行肝叶部分切除#肝叶切除

大小不低于
$&%B@]%&6B@]%&6B@

)肝脏切除过

程中和切完后#观察切口边缘是否有血渗出)使用可

吸收缝合线
'.%

缝合皮肤#放入饲养笼中喂养#正常供

应食物和水)

@&C

!

观察指标

@&C&@

!

手术时间
!

记录肝脏切除时间!从肝脏开始

切除至完全切除肝组织为止)

@&C&A

!

术中出血
!

观察肝脏切除过程中出血情况)

如果有出血#使用干纱布称量法记录出血量#术前所

有使用的灭菌干纱布称质量#术后称取所有纱布的质

量)术后纱布质量
S

术前纱布质量
L

术中失血量)

@&C&B

!

生化指标
!

术前和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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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行肝功能常规指标检测#包括!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5a8

&和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5Q8

&)所有生化检

测在本院检验科进行)

@&M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2QQ11&1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以
GV?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8

检验)

以
!

$

%&%6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不需要对肝叶进行结扎#基

本无出血#切口焊接效果良好)整个切除过程用时不

超过
$%+

)术后
$

周肝脏检测与术前均正常#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6

&#见表
$

)解剖
Q3

大鼠#暴露

肝脏#发现肝组织切口边缘光滑#恢复良好$图
$

&#但

有
1

例出现了切除边缘与网膜组织有粘连#其余均未

发现粘连和肿大现象)在术后
$

周内大鼠也未出现

任何的异常现象#饮食活动状况良好)

表
$

!!

Q3

大鼠肝功检测%

GV?

(

N\

)

a

&

项目 术前 术后
$

周
!

5a8 6'&-'V%&(% 66&$/V1&6

%

%&%6

5Q8 $(0&%'V1&-$ $(/&$%V0&%/

%

%&%6

!!

5

!术后
%?

%

Y

!术后
$

周)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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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组织高频焊接技术切除
Q3

大鼠部分肝脏效果

B

!

讨
!!

论

!!

肝癌是全球患病率*病死率较高的恶性肿瘤之

一)我 国 每 年 新 增 肝 癌 新 发 患 者 占 全 世 界 的

60&1)R

#死亡约占
60&)0R

)手术治疗是临床上最有

效的肝癌治疗方法)由于肿瘤大小*分期及患者自身

体质的原因#都会增加手术的困难和风险)肝脏切除

术容易导致大出血和空气栓塞#并影响患者的预后)

因此在肝脏切除术中#控制出血成为首要任务)

随着外科技术和手术器械的发展#肝脏手术成功

率正在不断提高)超声刀和电刀可通过凝固*切除#

达到肝组织切除的目的)但是#在切除过程中#虽然

止血效果显著好于传统的缝合结扎切除#但是在切除

过程中或术后仍然可能会发生出血和胆漏'

$%.$$

(

)软

组织高频焊接技术是近年新兴的外科技术#其原理是

使用高频焊接仪释放高频电流破坏细胞膜#迫使细胞

内蛋白流出细胞外#利用组织自身阻抗产生的热效应

使蛋白结构改变#引起协同凝集反应#从而达到软组

织的无线吻合和快速切除)该技术在乌克兰和俄罗

斯已经临床应用于消化道*甲状腺*肿瘤*眼等组

织'

0

#

$1.$'

(

#并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在中国#也有团

队已经进行了肠道*胆囊和血管等动物实验研究#显

示了软组织高频焊接技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

(

)相

对于超声刀#使用软组织高频焊接技术焊接软组织具

有热损伤小*手术时间短*手术温度低等优点)

本研究采用软组织高频焊接技术对
Q3

大鼠肝组

织实施部分切除)研究结果显示#使用软组织高频焊

接技术切除肝组织过程中#肝组织和内部血管在切断

前#已经完全凝结闭合#整个过程基本无出血发生#以

及术后也无出血和胆漏)从而有效地缩短了肝脏切

除时间#提高了整个手术效率#保证了手术安全性)

笔者对术后
$

周肝功能检测发现#

5Q8

和
5a8

基本

恢复正常)术后
$

周解剖发现肝脏组织切除边缘光

滑#恢复良好#

1

例出现轻微的粘连现象)上述研究结

果显示了采用软组织高频焊接技术切除肝脏组织的

安全性和可靠性)

采用软组织高频焊接技术行临床研究在国内暂

无#基本处于动物实验阶段)本研究结果说明了采用

软组织高频焊接技术应用于肝脏组织切除安全性和

可靠性#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本研究未设置对照

组#单一观察了行软组织高频焊接技术切除肝脏术后

恢复情况和肝功能恢复情况#虽然能够说明该技术的

安全可靠#达到本研究目的#但是在手术时间和其他

指标上未形成对比)此外#本研究以
Q3

大鼠为研究

对象#纳入实验数量较少#为进一步临床研究提供参

考数据有限)结合以上不足#本研究团队下一步将针

对软组织高频焊接技术进行大动物肝脏切除实验研

究#为后续软组织高频焊接技术应用于临床提供更多

的参考数据)

总之#使用软组织高频焊接技术行肝脏部分切

除#具有基本无出血*安全可靠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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