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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　探讨主肝静脉和肝短静脉（ＳＨＶｓ）的数量、位置、分型、口径等参数。方法　取 ６０具
成人尸体标本，测量肝左、中、右静脉的肝外长度、注入下腔静脉（ＩＶＣ）管径；按其 ＳＨＶｓ汇入下腔静脉
左侧壁、前壁和右侧壁分为左、中、右 ３排，测量 ＳＨＶｓ的数量、位置、口径及其与主肝静脉的关系。
结果　肝左、中、右静脉开口于 ＩＶＣ肝后段上 ｌ／４段，其中肝左、中静脉共干者 ７３．３％（４４例），肝左、
中、右静脉共开口者 １．７％（１例），３支分别汇入者 ２５．０％（１５例），ＳＨＶｓ直径为 １．５～１７．８
（５．４±１．４）ｍｍ，３～３５支 ＳＨＶ从不同方向和节段注入下腔静脉。肝右静脉直径与 ＳＨＶｓ直径呈负相关
（ｒ＝－０．３４，Ｐ＜０．０５）；肝左静脉直径与 ＳＨＶｓ数目呈负相关（ｒ＝０．２４，Ｐ＜０．０５）。肝右后下静脉
（ＩＲＨＶ）出现率为 ８３．３％，平均直径为 ２．６～８．０（４．３±１．２）ｍｍ。结论　ＳＨＶｓ变异较大，管径粗者数
量少。ＳＨＶｓ的口径、数目与主肝静脉口径、数目呈相互消长。肝右静脉直径愈大，ＳＨＶｓ直径愈小；反
之 ＳＨＶｓ直径愈大。肝左静脉直径愈大，ＳＨＶｓ数量愈少；反之 ＳＨＶｓ数量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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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已有许多主肝静脉的解剖学研究，但关
于肝短静脉（ｓｈｏｒｔｈｅｐａｔｉｃｖｅｉｎｓ，ＳＨＶｓ）的解剖学研
究仍较缺乏［１］。本研究对 ６０具尸体肝脏主肝静
脉和 ＳＨＶｓ的位置、分型、数量、管径等参数进行详
细观测，以期为临床肝切除术提供准确的解剖学

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标本采集
随机选用６０例非肝病成人尸体福尔马林固定的

肝脏标本，男 ４７例，女 １３例。尸体仰卧位，切开腹
部前壁，在膈肌上和肝下缘切断下腔静脉（ｉｎｆｅｒｉｏｒ
ｖｅｎａｃａｖａ，ＩＶＣ），将肝脏连同 ＩＶＣ一并取下。
１．２　主肝静脉与 ＳＨＶｓ的测量

解剖 ＩＶＣ肝后段，观察主肝静脉的肝外长度、
注入 ＩＶＣ时的口径及与镰状韧带夹角，以肝静脉
汇入口为导向，从肝膈面沿主肝静脉切除肝实质

约 ３ｃｍ显露其主干。测量主肝静脉末端游离部长
度；在肝膈面以镰状韧带为标志测量肝左、中静脉

主干与肝镰状韧带间的夹角。观察 ＳＨＶｓ位置、数
量、口径及其与主肝静脉的关系，用电子游标卡尺

测量各管道的内径，精确度为 ０．０１ｍｍ。测量静
脉内腔周长以避免发生误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

采用率表示，各组之间比较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认
为差异有显著性。运用 ＪＭＴＪＦＸ简明统计分析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主肝静脉的解剖参数
２．１．１　主肝静脉行程特点和肝外长度　６０例中
４４例 （７３．３％）为 肝 左、中 静 脉 共 干，１５例
（２５．０％）３支主肝静脉分别汇入，１例（１．７％）肝
左、中、右静脉 共开口。肝左静脉肝外长度为

２．２～１７．９（６．７±１．３）ｍｍ；肝中静脉肝外长度
２．４～１０．８（５．４±１．３）ｍｍ；肝右静脉肝外长度
２．６～１１．８（６．８±１．５）ｍｍ；其中肝左、中、右静脉
游离 部 长 度 小 于 ５ｍｍ 者 分 别 为 ４５％，８０％，
７５％，其余为 ６ｍｍ以上。
２．１．２　主肝静脉注入 ＩＶＣ处的口径　肝左静脉
注入 ＩＶＣ口径为 ７．１～１８．１（１０．３±２．６）ｍｍ；肝
中静脉注入 ＩＶＣ口径 ６．９～１８．９（１１．８±２．６）ｍｍ；
肝 右 静 脉 注 入 ＩＶＣ 管 径 值 为 ９．５～２２．１
（１３．７±２．６）ｍｍ。

２．１．３　肝左、中静脉与镰状韧带间的夹角　肝
左静脉与镰状韧带延长线间的夹角为（３２．２９±
１１．２３）°；肝中静脉与镰状韧带之间的夹角为
（４３．０４±１１．５５）°。
２．２　ＳＨＶｓ的分类及位置

ＳＨＶｓ的应用解剖学研究一般将其分为 ２组，
即右侧组和左侧组［２－３］，晚近也有时钟刻度描述

法［４］，更为详尽，本研究考虑到 ＳＨＶｓ与肝左，中，
右静脉的关系，沿用夏穗生的分类法［５］，将 ＳＨＶｓ
分为左、中、右 ３排，分别汇入 ＩＶＣ左侧壁、前壁和
右侧壁，右排位置最表浅，直径 １．５ｍｍ以下的
ＳＨＶｓ肉眼不易辩认，故未统计在内。左排 ＳＨＶｓ引
流尾状叶静脉，中排 ＳＨＶｓ少部分引流尾状叶，其
余均引流肝右后叶血液（表 １）。

表１　ＳＨＶｓ分类及数量统计

ＳＨＶｓ分型 ｎ ＳＨＶｓ数量（ｘ±ｓ）

左型 ６０ ５．３±１．６

中型 ６０ １８．８±３．７

右型 ６０ １２．７±２．４

　　注：与左ＳＨＶｓ相比 Ｐ＜０．０５

汇入 ＩＶＣ前壁和右侧壁的 ＳＨＶｓ较汇入左侧壁
的多。ＳＨＶｓ直径为 １．５～１７．８（５．４±１．４）ｍｍ。
中型 ＳＨＶｓ的管径最粗，右 ＳＨＶｓ管径次之，左 ＳＨＶｓ
管径最细；但 ３组间无统计学差异（表２）。

表２　ＳＨＶ管径（ｍｍ，ｘ±ｓ）

ＳＨＶｓ分型 ｎ ＳＨＶｓ管径

左型 ６０ ３．５±１．３

中型 ６０ ６．５±２．７

右型 ６０ ５．７±２．３

　　注：与左ＳＨＶｓＰ＞０．０５

２．３　ＳＨＶｓ与肝静脉的比较关系
相关分析表明，肝右静脉直径与 ＳＨＶｓ直径呈

负相关（Ｐ＜０．０５，ｒ＝－０．３４）；肝右静脉直径与
ＳＨＶｓ数量无关（Ｐ＞０．０５）；肝左静脉直径与 ＳＨ
Ｖｓ直径无关（Ｐ＞０．０５）；肝左静脉直径与 ＳＨＶｓ
数量呈正相关（Ｐ＜０．０５，ｒ＝０．２４）；肝中静脉直
径与 ＳＨＶｓ数量和直径均无关（均 Ｐ＞０．０５）。肝
右静脉直径愈大 ＳＨＶｓ直径愈小，肝右静脉直径愈
小 ＳＨＶｓ直径愈大。ＳＨＶｓ数量与肝左静脉大小有
关，肝左静脉直径愈大 ＳＨＶｓ数量愈多，肝左静脉
直径愈小 ＳＨＶｓ数量愈少。

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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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肝右后下静脉（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ｒｉｇｈｔｈｅｐａｔｉｃｖｅｉｎｓ，
ＩＲＨＶ）

沿 ＩＶＣ后壁正中线切开肝后段，测量 ＩＲＨＶ口
径、位置和肝外行程。５０例（８３．３％）标本存在
ＩＲＨＶ，其 中 ３３例 有 １支 （５５．０％），１２ 例
（２０．０％）有 ２支，５例（８．３％）多支。ＩＲＨＶ直径
较粗大，开口位置低，位于肝脏面肾压迹处，有

１～２ｍｍ的 肝 外 行 程，平 均 口 径 为 ２．６～８．０
（４．３±１．２）ｍｍ。ＩＲＨＶ大小与 ＳＨＶ大小呈负相关
（Ｐ＜０．０５，ｒ＝－０．５４）。

３　讨　论

本研究测量的肝静脉的肝外长度远较 Ｎａｋａ
ｍｕｒａ［５－６］报道的短，可能与尸体肝脏标本长期福尔
马林固定发生收缩而非新鲜尸体标本有关。肝静

脉入 ＩＶＣ壁的管径以肝右静脉最粗，次为肝中静
脉，肝左静脉最细。肝左、中静脉在肝实质内的位

置仅仅依靠肝裂判断还不够，因为肝脏的外形常

因个体差异或病变而形态各异，依据镰状韧带与

肝左、中静脉间的夹角，有助于从肝脏膈面判断肝

左、中静脉在肝内的位置。笔者测得的结果有助

于从肝脏膈面确定肝静脉的表面投影，从而确定

肝切除术中肝实质切开的确切位置。

本组按 ＳＨＶｓ汇入 ＩＶＣ的左侧壁、前壁和右侧
壁将 ＳＨＶｓ分为左、中、右三型。结果显示，右型位
置最表浅；汇入 ＩＶＣ前壁和右侧壁的 ＳＨＶｓ较汇入
左侧壁的为多，说明 ＳＨＶｓ主要引流尾状叶和肝右
后叶的静脉血液。因此，施行右半肝或尾状叶切

除时应进行仔细解剖，以免发生 ＳＨＶｓ损伤出血。
本研究还发现 ＳＨＶｓ与肝右静脉间呈彼此消长的
关系，肝右静脉直径愈大 ＳＨＶｓ愈小，直径愈小
ＳＨＶｓ愈大。此结果与刘树伟［７］的报告相似，进一

步证实肝右静脉直径较小时尾状叶和肝右后叶的

静脉血液主要由 ＳＨＶｓ引流，也即肝右静脉和ＳＨＶｓ
互为消长。笔者还发现 ＳＨＶｓ数量与左静脉大小
有关，肝左静脉直径愈大 ＳＨＶｓ数量越少，直径愈
小 ＳＨＶｓ数量愈多。说明肝静脉系统作为唯一的
运输肝静脉血液的管道，ＳＨＶｓ是主肝静脉的补
充，当主肝静脉的引流不能满足肝脏血液回流需

求时，ＳＨＶｓ便能在数量和管径上适时地增加以满
足肝脏静脉血液回流的需要。尾状叶发生肿瘤

时，常使 ＩＶＣ受压，从而发生 ＩＶＣ血液回流受阻，
形成 ＩＶＣ阻 塞 综 合 症；其 他 ＩＶＣ阻 塞 综 合 症

（ＢｕｄｄＣｈｉａｒｉ综合征），尾状叶增大，ＳＨＶｓ明显增
粗、扩张，以代偿主肝静脉梗阻所致的门静脉高

压。其影像学检查可发现尾状叶增大至原体积的

２～３倍，ＳＨＶｓ极度扩张口径甚至超过主肝静
脉［８］。在右侧肝叶或肝段切除术中，应根据肿瘤

的大小、位置，尽量保留直径相对粗大的 ＳＨＶｓ，以
保留残余肝实质的静脉血液回流［９－１０］。

除 ＳＨＶｓ外，还有 ＩＲＨＶ直接注入 ＩＶＣ，ＩＲＨＶ
出现率较高而且口径粗大，紧邻肝裸区与下腔静

脉，且 ＩＲＨＶ大小与 ＳＨＶｓ成负相关。手术时若不
熟悉 ＩＲＨＶ的解剖位置和引流范围，常会导致静脉
撕裂，发生手术中难以控制的大出血，误结扎粗大

的 ＩＲＨＶ会引起引流肝段的萎缩或坏死［４］。尤其

在肝外伤近肝静脉损伤时，对于 ＩＲＨＶ的损伤撕
裂，由于显露困难而不易处理。因此在肝切除术

中切断肝周韧带游离右肝叶显露肝后 ＩＶＣ时，应
注意位于右肾上腺静脉下方的 ＩＲＨＶ，避免使其损
伤［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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