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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消融联合干细胞移植治疗下肢动脉硬化性

闭塞症的临床研究

王寅冬，王爱林

（黑龙江省医院 周围血管病科，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３６）

　　摘要：目的　观察血管内超声消融联合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下肢动脉硬化性闭塞症的疗效。
方法　 分析 ３９例下肢动脉硬化性闭塞症的患者行血管内超声消融联合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的

临床资料。男 ２１例，女 １８例；平均年龄 ６３岁。手术首先抽取自体骨髓 ２６０ｍＬ，分离出单个核细胞，

制备干细胞悬浊液 ４０ｍＬ。采用经皮股动脉穿刺或切开显露，经股浅动脉上部向下插入超声消融导

管，在动脉造影监视下进行血管内超声消融，尔后将干细胞悬浊液一次性分点注射于小腿缺血肌肉

内局部。结果　３９例患者术后静息痛缓解，跛行距离增加，冷、凉感觉得到改善。结论　血管内超声

消融联合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下肢动脉硬化性闭塞症是一种简便、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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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２期 王寅冬，等：超声消融联合干细胞移植治疗下肢动脉硬化性闭塞症的临床研究

　　动脉硬化性闭塞症所致的下肢缺血是血管外
科常见的疾病，发病率逐年增加，严重影响患者

的生活质量，乃至生命。我院于 ２００４年 ８月—
２００７年 １２月在血管内超声消融治疗下肢缺血性
疾病的基础上，联合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下

肢动脉硬化性闭塞症 ３９例，获得了较好的临床
效果，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组患者 ３９例，男 ２１例，女 １８例；年龄

６０～７７（平均 ６３）岁。其中 ２７例为糖尿病患者。
病程 ２～１０年，平均 ５．７年。病史中均记录有间
歇性跛行和静息痛，跛行距离 ５～２００ｍ，平均
６１ｍ；２９例患肢肢端冷感、皮肤苍白、潮红或紫
绀，９例 趾 端 出 现 溃 疡，３例 出 现 趾 端 坏 疽。
２９例足背及胫后动脉搏动均消失，１０例胫后动
脉搏 动 微 弱，足 背 动 脉 搏 动 消 失。踝 肱 指 数

（ＡＢＩ）０～０．５８，平均 ０．３２。术前动脉造影显示
均为多节段、多平面病变：髂外动脉、股浅动脉狭

窄伴动脉闭塞１８例，股浅动脉狭窄伴胫后动脉
闭塞 １２例，股动脉、动脉间断闭塞 ９例。术前
均确诊为下肢动脉硬化性闭塞症。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自体骨髓干细胞的提取　局部麻醉下从
髂骨处抽取自体骨髓血 ２６０ｍＬ，采用密度梯度离
心法，分离出单个核细胞，再将收获的单个核细

胞制成 ４０ｍＬ的干细胞悬浊液备用。
１．２．２　手术方法　使用美国瑞菲尔德公司 ＡＣＯ
ＬＹＳＩＳＳＹＳＴＥＭ超声消融仪，由控制系统、传感器、
消融导管组成。控制系统根据消融导管所遇负

荷，自动调节超声能量，通过超声换能器向消融

导管传送低频高能超声波。消融导管长度为

７８～１４０ｃｍ的金属超声导线，远端为多线弹性段，
连接一直径为１．６～２．２ｍｍ的消融探头，消融导
管中腔可通过 ０．０１８ｉｎ的导丝。

硬膜外麻醉下，采用经皮穿刺或作 ５ｃｍ左右
小切口显露股浅、深动脉分叉处，直视下穿刺动

脉，经穿刺针鞘将超声消融导管插入股浅动脉，

消融仪自动从探头尾端冲洗口以 １０ｍＬ／ｍｉｎ连续
冲出肝素盐水，以保持超声在水介质中的能量传

递和减少探头对血管的热损伤，在血管造影监视

下进行血管内超声消融。经血管造影证实消融导

管接触到闭塞部位或狭窄部位后释放超声能量，

同时缓慢地前后移动消融导管，并逐渐向闭塞远

端延伸。每次释放能量时间为 ４０ｓ，间歇 １５ｓ，消
融总时间 １２～２０ｍｉｎ。消融完成后，行血管造影
显示血管通畅度。３９例均将备用的干细胞悬浊
液分别多点肌肉注射到缺血的患肢小腿肌肉内。

术后常规抗凝治疗。

２　结　果

２．１　近期疗效
本组中 １８例髂外动脉、股浅动脉狭窄伴动

脉闭塞经超声消融见动脉闭塞段再通，髂外动

脉、股浅动脉狭窄处造影剂通过量增加；９例股动
脉、动脉间断闭塞经超声消融见股动脉、动脉

闭塞段再通；１２例股浅动脉狭窄伴胫后动脉闭塞
经超声消融见股浅动脉狭窄处造影剂通过量增

加，２例为胫后动脉闭塞段再通，１０例胫后动脉
闭塞消融失败。超声消融疏通了闭塞的动脉，术

中可见重新建立的血流；对多平面动脉狭窄处的

超声消融，血管造影显示造影剂通过量增加。手

术后 ３９例动脉硬化性闭塞症患者皮肤颜色及冷、
凉感觉均改善，１４例静息痛消失，２５例减轻，有
效率 １００％。１０例可触及足背动脉。踝肱指数
（ＡＢＩ）明显改善，达 ０．４８～０．８６，平均 ０．６４。
跛行距离增加，大于 ２００ｍ，趾端溃疡面减小。
８例动脉硬化性闭塞症患者小腿部血管术前造影
所见侧枝血流稀少，术后２０ｄ显示新生侧支血管
增多。

２．２　随访
３９例患者经 ４～２４个月随访，出院后 ３个

月，２例趾端坏疽患者中 １例行小腿部截肢术，
另１例行足部截肢术。截肢术时发现患者的截肢
残端有很多小的血管和较丰富的血流。

３　讨　论

本组选择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患者均为下

肢动脉多节段、多平面的阻塞性病变，其治疗甚

为棘手，非手术治疗已难以取得满意疗效。传统

手术治疗以序贯式、多平面旁路转流术为主，具

有创伤大、切口多、手术时间长、并发症多的缺

点。球囊血管成形术与内支架术应用已成为较成

熟的治疗方法，但对于完全阻塞、严重钙化的动

脉很难治疗成功。血管内超声消融术与自体干细

胞移植治疗技术均为近年来出现的治疗方法。

血管内超声消融术是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期
在国外开展，９０年代末期在国内应用于临床，展
示较好的疗效和安全性［１－３］。对于多平面动脉狭

５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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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和血管闭塞，超声消融技术利用其特定的波长

有效识别动脉壁与阻塞硬化斑块和血栓，选择性

消融血栓和斑块，疏通血管，而对血管内膜不造

成严重病理性损伤，消融产生的动脉斑块及血栓

碎片对远端血管无影响，术后并发症少，体现出

其特有的优势。但超声消融作为一种新的微创腔

内介入治疗技术目前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１）
对动脉以下的动脉闭塞消融效果不佳。如本组

中股浅动脉狭窄伴胫后动脉闭塞 １２例虽经超声
消融见股浅动脉狭窄处造影剂通过量增加，仅

２例胫后动脉闭塞段再通超声消融成功，但其余
１０例胫后动脉闭塞段消融失败。（２）无良好的远
端流出道，疗效无法进一步改善。

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下肢缺血性疾病也

是近年来出现的一项新技术，日本进行的自体骨

髓干细胞移植治疗下肢缺血的初步临床试验，获

得了满意的疗效，且未发现明显的不良反应［４］。

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后可促进局部的血管形成，

植入的血管内皮干细胞参与新的毛细血管的生

成［５］。本组 １０例胫后动脉闭塞段消融失败患者
的症状改善与其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自体骨髓干

细胞移植对于近端病变血管再通的效果显然不如

血管内超声消融更确切。

笔者将这两种治疗方法联合应用治疗下肢动

脉硬化闭塞症，具有创口小、创伤轻、手术时间

短，并发症少的优点。血管内超声消融为缺血的

患肢小腿部营造 更好的血运环境，为自体骨髓干

细胞移植提供了技术支持；而自体骨髓干细胞移

植术为超声消融提供的远端流出道更加确切，巩

固了超声消融的治疗效果，降低了超声消融的动

脉再闭塞发生率。这样既弥补了血管内超声消融

对于下肢远端动脉治疗不佳的缺点，又同时改善

了自体骨髓干细胞对近端动脉治疗效果。初步结

果表明，３９例下肢动脉硬化性闭塞症患者皮肤颜
色及冷、凉感觉改善，跛行距离增加，且所有患

者在治疗过程中均未观察到不良反应。这些结果

说明本技术方法对重建动脉流出道，改善下肢动

脉硬化闭塞症患者的血液供应，是有效的、安全

的。

血管内超声消融联合自体干细胞移植治疗下

肢动脉硬化性闭塞症患者符合 ＫＩＳＳ原则（Ｋｅｅｐｉｔ
ｓａｆｅａｎｄｓｉｍｐｌｅ），为下肢动脉阻塞性病变的治疗
提供了一条新的治疗途径，是一种既安全而又简

单的治疗血管外科疾病的方法［６］。减少了创伤，

降低了手术难度与复杂性，但目前应用时间尚

短，病例数不多，近期疗效较好，远期疗效尚有

待于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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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启事

一年一度的由国家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会于 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 ９
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与其同时，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出版的 ２００８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核心版），对 １７６５种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的引文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我刊比上年
度又有新的进步。我刊 ２００７年总被引用频次为 １３６４，影响因子为０．７５８，分别居１７２３种统计源期刊的第２３５
位和第 ２５２位；地区数 ２９１，机构分布数 ２６１。期刊学术计量指标表明我刊已居本学科期刊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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