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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　探讨腹主动脉瘤破裂（ＲＡＡＡ）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方法　 回顾分析 ７年间收治的

１２例腹主动脉瘤破裂者的临床资料。主要临床表现有：腹痛和／或腰背痛，血压下降或休克，腹部可

触及搏动性肿块。所有患者经 ＣＴ检查确诊，７例患者采用传统开腹性手术，１例行腔内支架型人工血

管植入术，另外 ４例未行手术治疗。结果　８例手术治疗者围手术期病死率为 ６２．５％（５例）。死亡

原因：循环衰竭 ２例，急性肾衰竭１例，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２例。未手术４例全部死亡。结论　破

裂腹主动脉瘤外科手术治疗病死率高。早期诊断，适当复苏，紧急外科手术，缩短手术时间，肾动脉下

方阻断，是降低病死率的关键。腔内修复治疗是降低病死率的有效途径。

［中国普通外科杂志，２００７，１６（６）：５１９－５２２］

关键词：主动脉瘤，腹／外科学；动脉瘤，破裂／治疗；血管成形术；人工血管

中图分类号：Ｒ６５４．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ｒｕｐｔｕｒｅｄａｂｄｏｍｎｉａｌａｏｒｔｉｃ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ａｒｅｐｏｒｔｏｆ
ｔｗｅｌｖｅｃａｓｅｓ

ＺＯＵＪｕｎｊｉｅ，ＺＨＡＮＧＸｉｗｅｉ，ＳＵＮＰｅｎｇ，ＤＯＮＧ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Ｇｕｏｙｕ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Ｎａｎｊ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２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ｒｕｐｔｕｒｅｄ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ａｏｒｔｉｃ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ＲＡＡＡ）．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ｗｅｌ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ＡＡＡ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ｐａｓｔ７ｙｅａｒｓｗｅｒｅｒｅｖｉｅｎｌｅｄ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
ｍａ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ｐａｉｎａｎｄ／ｏｒｂａｃｋｐａｉｎ，ｌｏｗ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ｒｓｈｏｃｋ，ａｎｄ
ｐｕｌｓａｔｉｎｇ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ｍａｓｓ．Ａｌｌ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ｗｉｔｈＣＴａｎｄ７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ｅｂｙＥＶＡＲ，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４ｄｉｄｎｏｔｒｅｃｅｉｖｅ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ａｔｈ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５ｃａｓｅｓ（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ｒａｔｅｗａｓ６２．５％）ｉｎ８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２ｃａｓｅｓ，ｒｅｎ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ｉｎ１ｃａｓｅ，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ｏｒｇａｎｆａｉｌｕｒｅｉｎ２ｃａｓｅｓ．Ａｌｌｔｈｅ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ｎ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ｗｅｒｅｄｅａ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ＡＡＡ ｃａｓｅｓｓｔｉｌｌｃａｒｒｉｅｄａｈｉｇｈ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Ｅａｒｌｙｄｉｇｎｏｓｉｓ，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ｕｒｇｅｎｔ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ｒｅｐａｉｒ，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ｉｍｅ，ａｎｄ
ｉｎｆｒａｒｅｎａｌｃｌａｍｐｉｎｇａ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ｒａｔｅｏｆＲＡＡＡ．ＥＶＡＲｈａｓ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ｒａｔｅｆｒｏｍＲＡＡ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２００７，１６（６）：５１９－５２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ｏｒｔｉｃ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ｓｕｒｇ；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Ｒｕｐｔｕｒｅｄ／ｔｈｅｒ；Ａｎｇｉｏｐｌａｓｔｙ； ＢｌｏｏｄＶｅｓｓｅｌ
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ｉｓ
ＣＬＣｎｕｍｂｅｒ：Ｒ６５４．３１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ｃｏｄｅ：Ａ

　　腹主动脉瘤破裂（ＲＡＡＡ）是血管外科最为凶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２－０８；　修订日期：２００７－０６－１３。

　　作者简介：邹君杰，男，江苏常州人，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动脉疾病方面的研究。

　　通讯作者：邹君杰　Ｅｍａｉｌ：ｗｉｓｈｌｕｃｋｙ＠１６３．ｃｏｍ

险的疾病之一，如不及时行外科修复治疗，患者

１００％死亡，急诊手术病死率为 ４０％ ～６０％［１］。

尽管近年来对腹主动脉瘤破裂（ＲＡＡＡ）的外科治

疗已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但由于大多数患者属高

龄，发病前常合并高血压、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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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等，而发病后又可因低血容量导致休克、急性

肾衰竭和呼吸衰竭等。因此 ＲＡＡＡ的手术病死率
长期以来维持在较高水平。笔者报告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５年我院对 １２例 ＲＡＡＡ的诊治过程，旨在提
高对这一临床危重症的认识，努力提高诊治水平，

降低病死率。

１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组男 ８例，女 ４例；年龄 ５０～７６（平均 ６３）

岁。患者均以突发性腹痛或腰背部疼痛起病，有

晕厥和血压下降者 ６例，体检腹部有搏动性肿块
７例，所有手术患者经 ＣＴ检查明确诊断。８例手
术患者均为限制型腹膜后包裹性破裂，其中 ３例
为住院准备行择期修复过程中发生破裂（院内破

裂），另 ５例为院外破裂，自起病至入院时间为
５～１９ｈ。既往有高血压病史 ７例，有肺气肿，肺心
病史 １例。
１．２　治疗方法

本组 ７例采用开腹性手术，１例在破裂后
１５ｍｉｎ行急诊腔内支架型人工血管植入术，４例因
不愿接受手术风险而未手术治疗。

开腹性手术：在正中切口进入腹腔后，４例
（５７．１％）由于出血凶猛或后腹膜血肿较大，无法
进行探查，故在小网膜囊内膈肌裂孔下游离腹主

动脉，并迅速钳夹阻断，然后游离肾下腹主动脉将

阻断钳移至肾下瘤颈部。３例直接游离肾下动脉
瘤颈并阻断，然后迅速游离两侧髂总动脉并予以

阻断，阻断后切开动脉瘤行人工血管移植。

腔内修复术：１例患者准备行择期 ＡＡＡ腔内
修复前突发腹痛、休克遂急诊行腔内修复术；植入

分叉支架型人工血管后发生支架移位，故在原支

架内植入 ＡＵＩ型支架型人工血管，再行股总 －股
总动脉旁路手术和一侧髂动脉封堵术。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本组病例存活率的比较采用 ＳＰＳＳ１２．５统计

软件中的 ｆｉｓｈｅｒ′ｓ确切概率法，Ｐ＜０．０５为具有显
著性差异性。

２　结　果

本组手术治疗 ８例患者中，住院期间死亡
５例，其中术中死亡 １例。年龄 ＜７０岁存活率
７５．０％ （３／４），≥７０岁 存活率 ２５．０％ （１／４）
（Ｐ＝０．４９）。术中无尿死亡 １例；术中总尿量平均

１８０ｍＬ（平 均 手 术 时 间 ３４０ｍｉｎ，平 均 尿 量

３２ｍＬ／ｈ），存活率 ０％（０／３）；总尿量平均 ３２０ｍＬ
（平均手术时间 ２８０ｍｉｎ，平均尿量６０ｍＬ／ｈ），存活
率７５．０％（３／４）（Ｐ＝０．４８）；主动脉阻断部位在
膈下者存活率 ２５．０％（１／４），在肾下阻断者存活
率 ６６．７％（２／３）（Ｐ＝１．０），阻断时间 ＞６０ｍｉｎ者
均 死 亡， 阻 断 时 间 ≤ ６０ｍｉｎ 存 活 率

１００％（３／３）（Ｐ＝０．０３）。３例手术中使用血细胞回
输装置 １例存活（存活率 ３３．３％），４例未使用者
存活 ２例（存活率５０．０％）（Ｐ＝１．０）。围手术期
死亡原因：循环衰竭 ２例，急性肾衰竭 １例，多器
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２例。未手术治疗 ４例均因循
环衰竭死亡。

３　讨　论

３．１　诊断和复苏
正确诊断和评估 ＲＡＡＡ是及时准确进行外科

治疗的前提。对年龄 ＞５０岁、有突发性严重腹痛
或背痛，低血压，搏动性肿块的患者应首先考虑本

病。研究［２］表明，临床 ＲＡＡＡ的误诊率为 １６％ ～
３０％，仅 ２３％的患者能迅速而准确地被首诊医师
所诊断。本组 １例发生腹痛和休克后 １９ｈ才确诊
转入我院，由于休克时间太长术后死于循环衰竭。

ＣＴ扫描为诊断 ＲＡＡＡ最准确的检查方法，确定破
裂的部位和血肿形成范围，并可提供其他有用的

信息，如下腔静脉是否位于左侧，是否为炎性动脉

瘤或同时存在胸主动脉瘤等其他病变或异常。这

对手术方式的选择和术中正确处理均具有一定的

指导价值。但 ＣＴ检查必定耽误手术时机。目前
随着 ＣＴ扫描技术的进步，扫描时间已大大缩短。
因此，笔者推荐患者术前尽量行 ＣＴ扫描。但对于
一些不稳定的患者还是以立即手术治疗为佳。

ＲＡＡＡ发生后，患者常迅速处于低血压和休克
状态。多中心研究表明，ＲＡＡＡ患者术前低血压
和休克时间的长短与术后多脏器衰竭的发生有直

接相关性，故术前进行液体复苏具有重要的临床

价值。然而目前对最佳的术前复苏程度仍存在争

议 ［３－４］，输注晶体液、胶体液和血液等维持有效血

容量以保证对重要脏器的灌注，但也不应过多地

输液以防血压升得太高加重患者的心脏负担，并可

能使包裹性血肿转为游离性出血。有报道［４］，过分

的液体输入复苏导致手术病死率高达 ７８％。一般
将收缩压维持在 ８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左
右较合适。Ｇｒａｗｆｏｒｄ［５］甚至主张将收缩压控制在

０２５



第６期 邹君杰，等：腹主动脉瘤破裂的外科治疗：附１２例报告

５０～７０ｍｍＨｇ。手术控制出血和修复是挽救生命的
唯一手段。故应在液体复苏的同时尽量缩短患者

等待手术的时间和改良手术治疗的技术。

３．２　手术治疗
目前外科开放性手术仍是 ＲＡＡＡ的标准和唯

一有效的治疗方法。本组未手术治疗的 ４例 全

部死亡。手术关键在于安全、快速及有效的近侧

主动脉控制。大多数外科医师采用正中经腹腔切

口，必要时可以快速的行腹腔干上的腹主动脉阻

断，并在瘤腔内完成近端的人造血管与瘤颈的吻

合，然后用阻断钳阻断人造血管，开放腹腔干上方

的阻断钳以恢复内脏和肾脏的血供。腹腔干上阻

断有利于严重低血压的复苏和控制腹腔内破裂出

血，也有助于避免在腹膜后血肿内盲目分离瘤颈

所造成对肾脏和生殖静脉的损伤。然而，腹腔干

上阻断能加重肝脏、肠道和肾脏由于出血性休克

引起的缺血性损伤并导致多器官衰竭［６－７］。本组

病例肾上阻断存活率 ２５．０％而肾下阻断存活率
６６．７％。因此，除非严重的低血压需要立即阻断
主动脉，其它则应先探查后腹膜肾脏周围，如无严

重血肿可以仔细游离肾下瘤颈后阻断而不是机械

地行肾上阻断。如果在游离过程中发生不可控制

的出血可立即行腹腔干上阻断。有学者推荐腹膜

后入路行 ＲＡＡＡ修补。一项回顾性分析表明腹膜
后入路减少术中低血压和降低病死率，特别适合

肾脏周围或肾上 ＲＡＡＡ［８］。其他近侧瘤颈的阻断
方法包括：通过肱动脉或股动脉穿刺或切开透视

下插入阻断球囊到近侧腹主动脉。有时在钳夹阻

断前直接将腹主动脉压迫在脊柱上迅速阻断。但

球囊法和压迫法有一定的盲目性不能达到完全阻

断，对大部分患者还是提倡直接的阻断较可靠。

远侧端的阻断可以通过钳夹髂动脉或主动脉。如

果存在较大血肿则远侧端的游离非常困难可能损

伤髂静脉；此时，在打开腹主动脉瘤腔后可放置球

囊阻断髂动脉。手术尽量采用直型人造血管迅速

完成重建。中等大小的髂动脉瘤（３～４ｃｍ直径）
如同时处理较困难时可以二期再行处理，除非为

该处的破裂。

红细胞回输机的使用可有效地降低 ＲＡＡＡ患
者的病死率。一项研究［９］表明，未使用红细胞回

输的患者术后 １个月的病死率是使用者的 ２５倍。
但使用时应补充凝血因子。本组病例中使用回输

装 置 者 其 存 活 率 （３３．３％）低 于 未 使 用 者
（５０．０％），可能与本组病例数少有关。

ＲＡＡＡ术 后 并 发 症 的 发 生 率 约 为 ５０％ ～
７０％。呼吸衰竭是最常见的并发症，这主要与失
血性休克、术中损伤和大量输血等因素有关。术

后大部分患者需行机械性通气治疗。其次是肾衰

竭，其与长时间低血压和肾上主动脉阻断的时间

长短等因素密切有关。阻止肾衰竭发生的有效方

法是维持肾灌注，既行肾动脉下主动脉阻断。术

后发生肾衰竭要进行血液透析或持续性肾功能替

代疗法，直至肾功能恢复。第三位的并发症是感

染和脓毒血症。其他相关的并发症还有心肌梗

死、缺血性结肠炎、消化道应激性溃疡、出血、中

风、下肢缺血和瘫痪等。上述并发症均与 ＲＡＡＡ
术后高病死率相关。

３．３　腔内治疗

近年来腔内治疗 ＲＡＡＡ的报道逐渐增多，但

也仅限于开展该项技术较早的中心。腔内治疗主

要的障碍是患者术前缺乏详细的影像学资料。本

组 １例在准备行 ＡＡＡ腔内修补前突然发生动脉

瘤破裂，术前具有完善的影像学资料和合适的腔

内移植物，急诊手术获成功，但术后死于多脏器衰

竭。研究［１０］表明，破裂腹主动脉瘤与无症状动脉

瘤相比其瘤颈直径较大，长度短，适合行腔内治疗

（ＥＶＡＲ）的患者占 ２０％ ～４６％，而无症状的动脉
瘤为 ７４％ ～７８％。ＲＡＡＡ的 ＥＶＡＲ需要快速 ＣＴ

扫描。应具备有经验的医疗小组、适用的腔内移

植物和手术必要的设备。许多中心采用局部麻

醉，它有利于保持血压平稳，但如果患者无法保持

镇静则手术较困难［１１］。也可以先采用局部麻醉，

当定位并释放支架时改为全麻。内漏是造成控制

出血失败的严重并发症。文献报道随访发现某些

病例存在 Ｉ型和 ＩＩ型内漏。但目前未见因内漏导
致动脉瘤继续出血的报道［７］。尽管较少的 ＲＡＡＡ

适合 ＥＶＡＲ，但欧洲的一些治疗小组报道有 ４６％

～８０％的 ＲＡＡＡ患者接受了 ＥＶＡＲ治疗［７，９，１１］；手

术中失血和输液量少，重症监护时间和住院天数

缩短，３０ｄ的病死率为 １０％ ～４５％。腔内治疗的

许多研究相对于开放手术来说病例数有限（２０～

３５例），死亡原因主要是肠坏死，多器官衰竭，持

续性出血。术后并发症包括肾衰竭、动脉性缺血、

伤口感染、腹腔筋膜室综合征。总的来说，ＲＡＡＡ

的 ＥＶＡＲ治疗的报道令人鼓舞。然而迄今尚未见
大宗的多中心的连续性的病例研究以证实是否能

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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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ＲＡＡＡ手术后的预后因素
本组病例中病人年龄，术中尿量，主动脉阻断

的部位对病人存活率没有显著影响，可能与病例

较少有关。结合文献报道［１３－１７］，笔者认为 ＲＡＡＡ
手术后的死亡通常与以下个因素中的某一或多个

因素有关：（１）入院时患者收缩期血压 ＜７０ｍｍＨｇ；
（２）术前血肌酐水平 ＞１３２．５ｍｍｏｌ／Ｌ；（３）意识丧
失；（４）术中尿量 ＜２００ｍＬ；（５）肾动脉上方阻断；
（６）阻断的时间 ＞６０ｍｉｎ；（７）合并充血性心力衰
竭；（８）低 血 红 蛋 白；（９）手 术 完 成 时 体 温
＜３２．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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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２００７年下半年各期重点内容安排

本刊２００７年下半年各期重点内容安排如下，欢迎赐稿。

第７期 胆道外科 第１０期 胰腺外科

第８期 肝脏外科 第１１期 甲状腺、乳腺外科

第９期 胃肠道外科 第１２期 腔镜外科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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