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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微创方式治疗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的临床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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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不同微创方式治疗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的效果。

方法：胆囊结石 106 例患者分别行腹腔镜胆囊切除胆总管切开取石 T 管引流（A 组，23 例）、腹腔镜

胆囊切除胆总管切开取石逆行置放鼻胆管胆总管一期缝合（B 组，63 例）、内镜下十二指肠乳头括约

肌切开取石联合腹腔镜胆囊切除（C 组，20 例）。观察 3 组的治疗过程、术后恢复情况以及患者的满意度。

结果：A 组患者均顺利实施手术，B 组 1 例被迫更改为腹腔镜胆囊切除胆总管切开取石 T 管引流，C 组

1 例被迫更改为腹腔镜胆囊切除胆总管切开取石 T 管引流、1 例行腹腔镜胆囊切除胆总管切开取石逆行

置放鼻胆管胆总管一期缝合。C 组的手术时间最长（P<0.05）；平均住院费用：C 组 >B 组 >A 组（P<0.05）；

3 组平均住院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B 组恢复正常工作的时间最短（P<0.05）；C 组术后

不适发生率最高，A 组随访患者满意率最低（均 P<0.05）。

结论：3 种微创方式对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的治疗各有利弊，临床需根据患者的情况采用个体化

方式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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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肝 外 胆 管 结 石 的 治 疗 方 式 较 多 ， 随 着 腹

腔 镜 技 术 的 发 展 ， 传 统 的 开 腹 手 术 受 到 了 挑 战 ，

腹 腔 镜 下 胆 囊 切 除 、 胆 总 管 切 开 取 石 以 及 内 镜

十 二 指 肠 乳 头 括 约 肌 切 开 取 石 联 合 腹 腔 镜 胆 囊 切

除日益受到临床医生及患者的认可 [1-2]。十堰市太

和医院普外一科自2011年开始根据患者情况选用

不 同 的 治 疗 方 式 治 疗 胆 囊 结 石 合 并 胆 总 管 结 石 ，

现总结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全组106例，男34例，女72例；年龄21~76岁。

所有患者术前均经超声、CT或/和MRCP证实胆囊

结 石 并 存 在 胆 总 管 结 石 。 1 0 6 例 患 者 中 ， 合 并 高

血压19例，糖尿病9例，1例曾因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 行 血 管 支 架 置 入 。 对 于 曾 有 胆 道 或 上 腹 部 手 术

史 、 并 发 急 性 化 脓 性 胆 管 炎 、 急 性 胰 腺 炎 以 及 合

并 肝 内 胆 管 结 石 的 病 例 均 列 为 本 组 的 排 除 标 准 。

被迫中转开腹者不计入本资料。

1.2  患者分组

术 前 均 常 规 签 署 治 疗 方 案 知 情 同 意 书 及 手

术 同 意 书 ， 根 据 患 者 的 年 龄 、 术 前 胆 总 管 直 径

以 及 患 者 的 选 择 ， 决 定 治 疗 方 式 。 对 于 年 龄 

<60周岁、胆总管直径>8 mm的患者，根据自愿的

原则可选择腹腔镜下胆囊切除胆总管切开取石T管

引流术（A组），或腹腔镜下胆囊切除胆总管切开

取石逆行置放鼻胆管胆总管一期缝合术（B组）；年

龄大于60周岁、胆总管直径>8 mm的患者，可选

择胆囊切除胆总管切开取石、T管引流（A组）、

胆 囊 切 除 胆 总 管 切 开 取 石 逆 行 置 放 鼻 胆 管 胆 总 管

一 期 缝 合 术 （ B 组 ） 、 或 腹 腔 镜 胆 囊 切 除 联 合 内

镜下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取石术（C组）；对

于 胆 总 管 直 径 < 8  m m 的 患 者 ， 建 议 行 腹 腔 镜 下 胆

囊切除胆总管切开取石、T管引流（A组）或腹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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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 胆 囊 切 除 联 合 内 镜 下 十 二 指 肠 乳 头 括 约 肌 切 开

取石术（C组）。术前预分组后，A、B、C组患者

的入组例数分别为23、63、20例，术前C组有2例

患者胆总管直径6 mm，其余均>8 mm，A、B、C

组平均直径分别为（1.50±0.44）cm、（1.44± 

0.39）cm、（1.43±0.43）cm，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F=0.278，P=0.785），而患者的年龄、以及

合并症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均P>0.05）。

1.3  治疗方法

1.3.1  A 组　全身麻醉后常规建立气腹，按四孔法

胆 囊 切 除 的 方 式 置 放 Trocar， 解 剖 胆 囊 三 角， 游

离胆囊管后采用 7 号丝线结扎，在胆囊管汇入胆总

管平面采用电钩打开胆总管，采用冲洗、胆道镜取

石篮取出胆总管结石，必要时采用开腹用胆道取石

钳经剑突下切口协助取石，胆道镜探查结石取净、

胆总管下端通畅、Oddi 括约肌功能正常后，胆总

管置放大小合适的 T 管，采用 3-0 可吸收缝线缝合

胆总管，然后切除胆囊，在胆囊床下方置放腹腔引

流管，T 管经右侧锁骨中线戳孔引出体外，腹腔引

流管经腋前线戳孔引出。术后 2~3 d，若腹腔引流

管无明显引流液后拔除，1 个月之后经 T 管造影无

异常后拔除。

1.3.2  B 组　 按 照 A 组 的 方 式 行 胆 囊 切 除、 胆 总

管 切 开 取 石， 结 石 取 净 后， 不 置 放 T 管， 而 是 将

鼻 胆 管 经 右 侧 锁 骨 中 线 戳 孔 放 入 胆 总 管， 在 胆 道

镜 直 视 下 经 十 二 指 肠 乳 头 送 入 十 二 指 肠， 然 后 采

用术中胃镜经十二指肠内套抓鼻胆管，经鼻孔引出，

然后在腹腔内将鼻胆管 J 型末端完全送入胆总管后，

采用 3 个零可吸收缝线间断或连续缝合胆总管。然

后置放腹腔引流管经腋前线戳孔引出。术后 2~3 d，

若腹腔引流管无明显引流液后拔除，鼻胆管在术后

第 6 天拔除出院。患者 1 个月后门诊超声检查复诊。

若 术 中 判 断 胆 总 管 较 细 不 适 合 一 期 缝 合 或 结 石 可

能残留者，中转置放 T 管，按 A 组方式进行手术。

1.3.3  C 组　患 者 取 侧 卧 位， 经 十 二 指 肠 镜 检 查

后 胆 总 管 内 插 管， 注 入 泛 影 葡 胺， 置 入 导 丝， 在

11 点方向切开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应用取石网

篮取石，取净结石后置放鼻胆管，然后转入手术室

在全身麻醉后常规建立气腹，按三孔法胆囊切除的

方 式 置 放 Trocar， 解 剖 胆 囊 三 角 后 采 用 可 吸 收 夹

夹闭胆囊管，切除胆囊。术后若恢复良好，2~3 d

拔除鼻胆管出院。患者 1 个月后门诊超声检查复诊。

对于 EST 不成功或结石取石不成功者，转入 A 组

或 B 组的方式进行手术。

1.4  随访

所 有 患 者 的 随 访 除 了 术 后 1 个 月 的 常 规 复 诊

外 ， 通 过 我 院 随 访 中 心 采 用 电 话 的 方 式 进 行 随 访

咨 询 。 随 访 内 容 包 括 患 者 恢 复 正 常 生 活 和 劳 动 时

间 、 治 疗 满 意 度 、 有 无 特 殊 不 适 及 不 适 的 主 要 表

现等方面。本组106例患者均成功获得随访。

1.5  统计学处理

单因素计量资料的分析采用两样本资料的 t检

验或方差分析，百分率采用χ 2检验。所有的统计

分析均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包完成，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手术情况

A组的23例患者均顺利实施手术；B组的63例

患者中，1例因术前影像学显示胆总管直径1 cm，

术 中 发 现 胆 总 管 较 细 ， 不 适 合 一 期 缝 合 ， 最 终 胆

总 管 内 置 放 T 管 ； C 组 2 0 例 患 者 中 ， 1 例 插 管 不 成

功 ， 5  d 后 行 腹 腔 镜 下 胆 囊 切 除 、 胆 总 管 切 开 取

石、逆行置放鼻胆管胆总管一期缝合，另1例因结

石未能取出，1周后改行腹腔镜下胆囊切除、胆总

管切开取石、T管引流术。

2.2  术后情况及处理

A 组 患 者 中 ， 1 例 术 后 3  d 腹 腔 引 流 管 拔 出 后

出 现 T 管 滑 脱 出 现 胆 汁 漏 ， 经 内 镜 置 放 鼻 胆 管 和

腹腔穿刺再次置放引流管后，于术后15 d消失，

1个月后经鼻胆管胆道造影未见明显胆管狭窄和结

石拔除鼻胆管后出院；其他患者均于术后5~7 d携

带 T 管 出 院 。 B 组 中 采 用 间 断 缝 合 的 患 者 中 有 3 例

出现胆汁漏，均在术后3~5 d自愈，鼻胆管均在术

后7 d拔除出院；其他患者均在术后6 d顺利拔除鼻

胆管，其中1例出现肺部感染，经抗感染治疗后治

愈，其他患者均于6~7 d出院。C组患者中，1例术

后出现轻型胰腺炎，1例在拔除鼻胆管后出现短暂

的上腹部疼痛、发热并黄疸，查MRCP考虑胆管积

气，给予抗感染、利胆治疗后症状消失出院。

2.3  各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和 1 个月

后复诊结果比较

A 、 B 、 C 组 的 手 术 时 间 分 别 为

（ 1 0 2 . 8 ± 1 3 . 1 ） m i n 、 （ 9 9 . 2 ± 1 0 . 7 ） m i n 、

（ 1 5 1 . 5 ± 2 3 . 9 ） m i n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F= 1 0 1 . 2 4 ，P< 0 . 0 0 1 ） ； 平 均 住 院 时 间 分 别 为

（10.0±5.1）d、（8.6±1.0）d、（9.1±2.5）d，



菅志远，等：三种微创方式治疗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的临床疗效分析第 2 期 277

© 版权归中国普通外科杂志所有 http://www.zpwz.net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F= 2 . 2 1 7 ，P= 0 . 1 1 4 ） ； 平

均 住 院 费 用 分 别 为 （ 1 5  5 9 3 . 7 ± 2 0 3 6 . 9 ） 元 、 

（17 362.2±711.9）元、（21 486.8±3 129.2）

元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F= 6 6 . 0 0 2 ，P< 0 . 0 0 1 ）

（表1）。

至1个月复诊时，全组所有患者行超声检查均

未见胆道残余结石，共有14例患者出现不同程度

的 不 适 ， A 、 B 、 C 组 的 例 数 分 别 为 2 例 （ 8 . 7 % ，

2 / 2 3 ） 、 5 例 （ 7 . 9 % ， 5 / 6 3 ） 和 6 例 （ 3 0 . 0 % ，

6 / 2 0 ）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χ 2 = 6 . 4 4 7 ，

P=0.040）。其中A组患者出现上腹胀痛不适2例，

感觉剑突下戳孔隐痛1例；B组有2例患者出现上腹

部胀痛不适，3例出现剑突下戳孔隐痛；C组患者

中有4例出现上腹部胀痛，其中1例为术后曾出现

短 暂 腹 痛 、 黄 疸 的 患 者 ， 出 现 剑 突 下 戳 孔 隐 痛 的

患者为2例。

2.4  随访结果

A 、 B 、 C 组 患 者 恢 复 正 常 工 作 的 时 间 分 别 为

（32.9±1.0）d、（10.5±4.0）d、（12.9±7.4）d，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F=206.721，P<0.001）（表1）。

患 者 远 期 治 疗 效 果 方 面 ， 各 组 仍 有 不 适 的 例 数 分

别为1例（4.3%，1/23）、2例（3.2%，2/63）和 

4例（20%，4/20）（χ2=7.210，P=0.027）。A组

患者中，除1例有上腹部不适外，其他均无特殊异

常；B组1例上腹部不适，1例戳痛隐痛，其他无特

殊异常；C组3例诉间断性上腹部腹胀，1例仍有间

断 性 腹 痛 、 黄 疸 ， 抗 生 素 治 疗 后 可 缓 解 。 满 意 度

方面，A、B、C组患者的治疗满意率分别为78.3%

（18/23）、96.8%（61/63）和85.0%（17/20）

（ χ 2= 1 0 . 1 5 1 ，P= 0 . 0 0 6 ） 。 A 组 中 有 5 例 患 者 提

出T管携带时间太长，对日常生活影响较大，B组

患者有1例认为携带鼻胆管咽喉部不适较重，难以

接受，另1例患者认为此种方式鼻胆管费用过高； 

C组患者中2例对EST不成功表示不满，1例患者认

为鼻胆管费用过高。

3  讨　论

在 治 疗 胆 囊 结 石 合 并 胆 总 管 结 石 治 疗 方 面 ，

腹腔 镜 胆 囊 切 除 加 胆 总 管 探 查 术 与 腹 腔 镜 下 胆 囊

切 除 、 同 期 或 分 期 内 镜 下 十 二 指 肠 括 约 肌 取 石 术

各 有 利 弊 ， 前 者 创 伤 小 、 恢 复 快 、 结 石 取 出 彻 底

且 不 影 响 O d d i 括 约 肌 功 能 ， 受 到 大 家 的 一 直 认 

可 [ 3 - 5 ]， 但传统的方式需要携带较长时间的T管，

给 患 者 造 成 不 便 。 而 后 者 也 可 达 到 微 创 且 恢 复 快

的 目 的 而 广 泛 应 用 ， 但 可 能 发 生 胰 腺 炎 、 出 血 、

穿孔并发症，且可造成Oddi括约肌功能受损，因

此对年轻患者不适用 [6-7]。近期，越来越多的学者

尝 试 胆 总 管 探 查 术 后 一 期 缝 合 ， 且 取 得 了 理 想 的

效果[8-11]。随着腹腔镜下胆总管探查一期缝合病例

逐 渐 增 多 ， 腹 腔 镜 胆 囊 切 除 加 胆 总 管 探 查 术 逐 渐

成 为 外 科 医 生 的 首 选 [ 1 2 - 1 4 ]， 然 而 ， 可 能 出 现 的 胆

管 狭 窄 和 胆 汁 漏 ， 限 制 了 其 广 泛 开 展 。 本 资 料 根

据 患 者 的 年 龄 、 术 前 胆 总 管 的 直 径 提 出 可 行 的 治

疗 方 案 ， 然 后 告 知 患 者 ， 其 结 合 自 身 情 况 最 终 决

定 相 应 的 治 疗 方 案 。 若 术 中 遇 到 特 殊 情 况 ， 医 务

人 员 可 以 根 据 具 体 情 况 进 行 更 改 。 从 本 组 的 资 料

来看，对于胆总管直径>8 mm的患者，多数患者选

择 了 胆 囊 切 除 胆 总 管 一 期 缝 合 的 方 式 ， 因 此 笔 者

认 为 ， 在 保 证 手 术 安 全 的 前 提 下 ， 微 创 、 恢 复 时

间 短 、 对 人 体 正 常 功 能 影 响 小 的 方 式 更 能 使 患 者

接 受 。 但 是 胆 总 管 直 径 究 竟 达 到 何 种 标 准 可 以 进

行 一 期 缝 合 ， 采 用 连 续 缝 合 或 间 断 缝 合 ， 目 前 意

见不一[6, 15-16]，笔者根据自身的实践认为，8 mm以

上 的 胆 总 管 ， 只 要 进 行 术 中 准 确 的 黏 膜 对 黏 膜 缝

合，且缝合边距不超过1 mm，无论连续缝合或间

断缝合，均是可行的。

从 本 组 资 料 来 看 ， 腹 腔 镜 下 胆 囊 切 除 胆 总 管

探查T管引流术仍是最有效安全的治疗方法，不但

可 以 顺 利 实 施 手 术 ， 而 且 在 T 管 保 护 良 好 的 情 况

下 ， 不 担 心 残 留 结 石 、 术 后 胆 汁 漏 及 胆 管 狭 窄 的

发生，即使胆总管<8 mm时，置放T管后，以其作

为支撑，也可以顺利缝合胆总管[17]。但因其携带T

管 时 间 较 长 给 患 者 的 生 活 和 工 作 造 成 较 大 影 响 ，

表 1　患者的手术、住院、恢复工作时间以及住院费用
组别 手术时间（min） 住院时间（d） 住院费用（元） 恢复工作时间（d）
A 组 102.8±13.1 10.0±5.1 15 593.7±2 036.9 32.9±1.0
B 组 99.2±10.7 8.6±1.0 17 362.2±711.91) 10.5±4.01)

C 组 151.5±23.91), 2) 9.1±2.5 21 486.8±3 129.21), 2) 12.9±7.41), 2)

注：1）与 A 组比较，P<0.05；2）与 B 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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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数 患 者 不 能 接 受 ， 本 研 究 中 A 组 患 者 的 满 意 度

较低即与T管有关。逆行置放鼻胆管、胆总管一期

缝合的患者，不但起到胆总管探查T管引流术的效

果 ， 而 且 可 以 减 少 携 带 T 管 的 不 适 ， 患 者 的 接 受

度 和 满 意 度 最 高 。 但 预 定 胆 总 管 一 期 缝 合 的 患 者

术 中 需 要 根 据 胆 总 管 的 粗 细 最 终 决 定 能 否 一 期 缝

合 ， 且 必 须 保 证 术 中 结 石 彻 底 取 石 ， 同 时 有 可 能

术 后 发 生 由 于 肠 道 蠕 动 使 鼻 胆 管 从 胆 道 滑 脱 、 导

致胆汁漏发生的可能。B组即有1例术中因胆管细

而 更 改 为 置 放 T 管 ， 而 且 3 例 胆 汁 漏 者 有 2 例 是 因

为 鼻 胆 管 在 胆 道 内 留 置 较 少 ， 最 终 脱 落 至 十 二 指

肠 ， 使 胆 道 不 能 有 效 减 压 导 致 。 笔 者 经 验 认 为 ，

鼻胆管尖端的J型末端必须完全在胆道内且肠管内

较 松 弛 是 保 证 鼻 胆 管 不 脱 落 的 重 要 保 证 。 本 组 之

所 以 采 用 术 中 逆 行 置 放 鼻 胆 管 的 方 式 ， 其 一 使 避

免 了 预 置 鼻 胆 管 需 要 术 前 内 镜 操 作 且 术 中 可 能 影

响 胆 道 镜 探 查 取 石 操 作 ， 其 二 可 最 大 限 度 减 少 患

者 术 中 留 置 胆 道 支 架 术 后 需 要 内 镜 拔 出 的 操 作 ，

且 所 有 操 作 均 在 麻 醉 下 进 行 ， 是 一 种 有 效 而 又 舒

适的方式。本组中未见到胆总管<5 mm的患者，但

是笔者认为对于胆总管<5 mm时，不但切开困难，

而 且 缝 合 时 容 易 撕 裂 胆 管 ， 缝 合 后 容 易 狭 窄 或 梗

阻，因此不适合腹腔镜下胆总管探查T管引流，此

时 最 合 适 的 办 法 为 括 约 肌 切 开 [ 6 ]。 而 十 二 指 肠 乳

头 括 约 肌 切 开 取 石 存 在 插 管 不 成 功 、 结 石 无 法 完

全 取 出 、 发 生 胰 腺 炎 以 及 术 后 发 生 反 流 性 胆 管 导

致 术 后 结 石 复 发 率 可 能 较 高 ， 对 于 年 轻 的 患 者 不

应作为首选的治疗 [18]，本研究中C组2例中转为腹

腔镜下胆总管探查术，其余1例术后发生腹痛、发

热 、 黄 疸 ， 而 未 见 胆 道 残 余 结 石 ， 且 影 像 学 检 查

胆 管 积 气 ， 且 此 例 患 者 术 后 反 复 发 生 ， 考 虑 与 胆

管反流感染有关，另1例术后发生胰腺炎，且术后

上腹胀痛发生的比例高于A、B组，结合其他作者

的研究[19-21]，笔者认为，对于<60岁的患者，应尽

可能避免施行括约肌切开取石术。

从3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方面，B组患者的手术

时间小于A组，不但置放鼻胆管较置放T管容易，

而 且 置 放 鼻 胆 管 后 ， 胆 管 切 口 无 T 管 的 影 响 ， 缝

合 相 对 更 加 容 易 有 关 。 B 组 患 者 总 的 住 院 费 用 高

于 A 组 ， 考 虑 与 鼻 胆 管 和 术 中 内 镜 操 作 有 关 。 然

而，B组的住院时间、恢复正常工作时间均较A组有

明显优势。C组患者手术时间、住院费用均高于A组

和B组，可能与C组患者乳头切开时间、术中转运以

及术后为预防胰腺炎而禁食、应用药物有关。

因 此 ， 虽 然 目 前 胆 囊 结 石 合 并 胆 总 管 结 石 的

治 疗 以 腹 腔 镜 下 胆 囊 切 除 、 胆 总 管 探 查 并 一 期 缝

合最受患者和医生的青睐 [ 22]，但腹腔将胆总 管探

查 T 管 引 流 仍 是 最 安 全 和 稳 妥 的 治 疗 方 式 ， 内 镜

十 二 指 肠 乳 头 括 约 肌 切 开 取 石 联 合 腹 腔 镜 胆 囊 切

除虽然可能损伤Oddi括约肌的功能而不首选，但

仍 是 一 种 微 创 的 方 式 ， 尤 其 对 于 老 年 患 者 以 及 胆

总 管 过 于 细 小 的 患 者 其 为 最 安 全 的 方 式 。 因 此 ，

在 临 床 上 究 竟 选 用 何 种 方 式 ， 需 要 根 据 患 者 的 年

龄 、 胆 总 管 大 小 、 是 否 可 能 结 石 残 留 以 及 患 者 的

意愿采用个体化的原则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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