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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保乳手术（BCS）结合术后放射治疗已成为早期乳腺癌患者的标准治疗方式。于此同时，肿瘤整形外

科的进步改善了美容效果并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因此，对乳腺外科医生在 BCS 中的要求不仅仅是

实施有足够手术切缘的肿瘤切除，还应保证术后乳房的外观。内镜辅助下的乳房保留手术（EBCS）

因其减少术后疤痕的优势在十多年前开始发展起来。近来，一些临床机构报道了 EBCS 的可行性、肿

瘤预后、美容效果及患者的满意情况。笔者回顾了目前为止的关于 EBCS 的临床研究，并予以讨论。                                                    

  [ 中国普通外科杂志 , 2014, 23(11):1453-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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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乳手术（BCS）结合术后放射治疗目前已成

为早期乳腺癌患者的标准治疗，患者预后等价于乳

房全切除术 [1-3]。此外，乳房整形手术技术在近年

来得以发展，同时患者们也开始逐渐关注于术后的

美 观 问 题。 因 此，BCS 的 目 前 要 求 即 不 仅 实 施 有

效的切除，还应保留乳房的形态美观。10 多年前，

内镜辅助下乳房保留手术（EBCS）因其减少术后

疤痕的优势在一些亚洲国家开始发展起来 [4-13]。尽

管临床研究缺乏，近来 EBCS 预后及美容效果良好

等 优 势 在 一 些 研 究 机 构 中 已 被 证 明。 然 而， 有 时

由于修补切除的乳房体积困难仍会造成手术失败，

所以利用 EBCS 取得手术预后及美容效果双赢仍然

是一种挑战。本文回顾至今为止关于这种手术方式

的临床研究，并对其相关问题予以讨论。

1　文献回顾与探讨

应用 PubMed/Medline 数据库进行检索，主题

词：“endoscopy assisted”、“breast cancer”，“breast 

s u r g e r y ” 、 “ b r e a s t - c o n s e r v i n g  s u r g e r y ” 、

“endoscope”、“quadrantectomy”。 笔 者 回 顾

了 从 2001 年 12 月 —2013 年 8 月 可 作 为 EBCS 典

型代表的 6 篇病例研究及 4 篇队列研究。下面将要

讨论的主题：⑴ 指征及禁忌证；⑵ 术前影像学诊

断及标记；⑶ 手术方法；⑷ 手术相关数据；⑸ 肿

瘤学结果；⑹ 美容评价及患者满意率。

编者导读：为了提高临床医生手术技能， 并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内外新进展， 本刊与 AME Publishing
Company 合作，建立“国际在线”系列栏目，旨在丰富杂志内容，更好地为临床服务。

 随着医学的进步、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乳腺癌手术经历了 Halsted 根治术、扩大超根治术、
改良根治术与保乳手术的转变。目前，集微创根治与微创乳房重建的手术方式是医生与患者共同的追求目标。
本期国际在线栏目推出日本学者写的关于内镜辅助下保乳手术的述评文章，该文回顾总结了近年来内镜辅
助下保乳手术的代表性临床研究，并对相关问题提出讨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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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BCS 指征及禁忌证

在 肿 瘤 T 分 级 中， 所 有 的 研 究 都 将 指 征 限 制

为 T1 或 T2 级（平均肿瘤大小 0.6~2.2 cm），而肿

瘤 侵 犯 皮 肤， 胸 肌 或 胸 壁 都 为 其 禁 忌 证。 另 外，

肿 瘤 的 多 中 心 性 也 被 认 为 是 禁 忌 证， 这 点 类 似 于

传统的 BCS[6]。1 项研究 [13] 限制手术切除腺体体积

<20%。临床应用的经腋窝内镜的手术方法也在 5 篇

研究中被禁止 [4, 6, 9-11]。

1.2  术前的影像学诊断及标记

关于术前影像学诊断及标记，有 5 篇研究 [6-9, 13]

不仅仅使用了乳房 X 线照相（MMG）和超声（US），

还应用了核磁共振扫描（MRI）。3 篇研究中没有

提 到 任 何 的 影 像 学 诊 断 工 具。1 篇 研 究 [13] 提 及 应

用超声技术对将要切除的病损范围做标记的方法，

同时根据 MRI 的发现，对腺体的移动范围作出标

记。对于 MMG 发现钙化而触诊不清的肿瘤，实施

在立体定位下的金属钩植入。之后，超声引导标记

计划就可以实施了。在这过程中，患者置于手术的

体位，手术切缘在距肿瘤边缘 1.5~2 cm 处被标记。

这 篇 研 究 的 作 者 还 利 用 超 声 标 记 了 肿 瘤 边 胸 骨 旁

胸廓内血管的分支。

1.3  手术方法

1.3.1  设定术中的外科切缘及注射染色剂　在 5 篇

研究 [4, 7-10] 中，术中的外科切缘距肿瘤边界为 2 cm。

在另外的 4 篇研究中，切缘距肿瘤的距离分别为 1、

1.5~2、<2 cm[5, 11, 13]，1 篇没有提及 [6]。另一方面，

在 9 篇研究中提及应用染色剂沿切缘注射，1 篇没

有讨论染色剂的使用。

1.3.2  皮肤切口的位置　皮肤切口可以在腋窝，

乳晕切口，中线，侧乳线处选择。腋窝和乳晕的联

合切口通常被选用。在 6 篇研究 [6, 7, 9-11, 13] 中，小

的腋窝切口（2.5~3 cm）主要应用于腺体后面的解

剖（图 1A）。乳晕切口在 9 篇研究中被用来游离

皮瓣及移除切除的标本 [4-6, 8-13]。如果肿瘤位于外

上象限或内外区域时，可以应用单独的中腋切口或

小的侧切口（2.5~3 cm）及小的乳晕切口的联合切

口 [8, 13]。 在 1 项 研 究 [8] 中， 单 独 的 大 的 乳 晕 切 口

被 用 来 完 成 腺 体 的 部 分 切 除 及 获 得 乳 房 重 建 的 背

阔肌皮瓣（LDF）。

1.3.3  乳房后部的游离　内镜下的乳房后部游离

是借助不同的器械和双极剪完成的。这些器械可以

在 放 大 的 视 野 内 操 作 并 完 成 广 泛 的 乳 房 后 部 的 游

离（图 1A）。在 1 篇研究 [12] 中，腹膜外球囊通过

乳晕切口得到有效的使用。

1.3.4  皮瓣的游离　在 5 篇研究 [6-8, 10, 12] 中，皮瓣

的游离是借助无叶套管针，内镜，双极剪，超声刀

或电凝器完成的（图 1B）。首先，借助视频引导

分 离 腺 体 及 皮 肤， 同 时 完 成 多 条 隧 道 的 建 立。 皮

肤 的 厚 度 借 助 皮 肤 光 源 传 播 的 强 度 做 出 调 整， 这

种方法被称作“皮下隧道法”之后，利用双极剪、

超声刀或电凝器将各条隧道的隔膜切开，这个过程

可以选择应用光源引导。在 3 篇研究 [5, 9, 11] 中，皮

瓣 的 游 离 是 使 用 电 凝 器 和 双 极 剪 在 光 源 的 引 导 下

完 成 的， 另 1 篇 研 究 [4] 完 成 此 过 程 是 借 助 于 内 镜

的引导；此外，在 1 篇文章中，皮瓣的游离是应用

皮下的水分离及解剖剪完成的 [13]。

1.3.5  切口的保护器　为了保护乳晕切口及术后的

美观，切口保护器在 4 篇研究 [4, 7, 10, 13] 中有所提及。

1.3.6  腺 体 的 切 除 及 标 本 的 移 出　 腺 体 的 切 除

及 标 本 的 移 出 是 通 过 乳 晕 切 口 或 腋 中 切 口 完 成 的 

（图 1C）。在 1 篇研究 [7] 中，这个过程是借助于

内镜取物袋通过小的腋切口完成的。

1.3.7  外科夹的放置　为了使放射科医生明确肿

瘤切除的边界，外科夹需要在每一个切缘放置。在

2 篇 研 究 [11, 13] 中， 提 到 了 这 个 过 程， 另 外 的 8 篇

研究中则没有提及。

1.3.8  乳房的重建　为了修补切除乳房组织后缺

损， 可 以 应 用 乳 房 剩 余 体 积 的 重 置、LDP 移 植、

异物填充等方法。

1.3.9  体积重置　为了修补乳房，在光源的引导

下，通过切口剩余的乳腺组织游离并移至缺损处予

以缝合（图 1D）[4-6, 8, 9, 11, 13]。

1.3.10  体积移植　在 1 篇研究 [8] 中，如果切除的

乳 腺 组 织 超 过 乳 房 总 体 积 的 30%， 重 建 将 使 用 收

集的 LDF 或通过腋中线切口获得的侧胸廓脂肪组

织（LTF）。

1.3.11  异 物 填 充　 有 3 篇 研 究 介 绍 了 填 充 乳 房

组 织 缺 损 的 方 法， 利 用 可 吸 收 吸 附 的 纤 维 或 氧 化

纤 维 棉 包 裹 可 吸 收 合 成 纤 维 网 作 为 填 充 物 完 成 这

一过程 [7, 10, 12, 14]。

1.3.12  术后引流　在 4 篇研究 [6, 10, 11, 13] 中术后常

规放置引流，而另有 2 篇研究 [4, 9] 只有做腋淋巴结

清 扫 时 才 放 置 引 流。 其 它 研 究 并 没 有 提 供 这 一 数

据。由于放置引流管的切口很小，所以术后不会影

响美观。

1.3.13  皮肤的缝合及手术疤痕的处理　皮肤的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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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可 以 采 取 单 层 皮 下 缝 合 或 皮 下、 皮 肤 双 层 缝 合

的 方 法， 也 可 以 应 用 得 美 绊（ 皮 肤 黏 合 剂）。 在 

1 篇 研 究 [13] 中 缝 合 后， 伤 口 由 Micropore 封 闭 及

覆盖 3 个月以减少疤痕。

1.4  手术结局  

1.4.1  手术时间　根据 4 篇队列研究 [10-13] 的结果

显 示，EBCS 平 均 的 手 术 时 间 大 致 相 同， 同 CBCS

组 比 延 长 30~50 min 或 缩 短 24 min。 然 而 这 种 不

同可能是由于 EBCS 重建的手术方式不同所致。因

此，为了比较 EBCS 同 CBCS 手术时间的差别，首

先要做的仍是制定标准的 EBCS 手术方法。

1.4.2  术中失血量　在 3 篇队列研究中，EBCS 同

CBCS 术中出血量并无明显差别。在 EBCS 中应用

异物填充的方式重建乳房比在 CBCS 中应用出血量

明 显 减 少 [12]。 这 可 能 同 EBCS 中 乳 腺 组 织 的 解 剖

较少有关。

1.4.3  并发症　EBCS 相关的并发症并不常见，主

要为部分伤口的坏死及皮瓣的坏死。使用切口保护

器或保留厚皮瓣可能会阻止其坏死的发生。

1.4.4  外科手术切缘　在这些研究中 EBCS 手术切

缘的阳性率不亚于 CBCS，然而涉及切缘率存在差

异（0%~28.3%）。有 9 篇研究提及染色剂沿切缘

注射至腺体中，但除 1 篇研究 [13] 以外，术前标记

及术中应用超声仍然无法起到作用。为了减少侵袭

性乳腺癌及原位管癌的局部复发风险，有数据显示

距肿瘤 2 mm 的无瘤切缘是适当的手术切缘 [15-16]。

1.5  肿瘤预后

1.5.1  局部复发　有 6 篇研究 [4, 8-11, 13] 报道了局部

复发率。尽管随访时间不足（12~38.4 个月），局

部 复 发 率 仍 是 较 低 的（0%~4.2%）。1 篇 研 究 [8]

认为局部复发率可能同肿瘤的大小有关（Tis，0%；

T1，3.7；T2，5.1%）。

1.5.2  远处转移　 有 3 篇 研 究 [8, 11, 13] 报 道 了 远 处

转移率。可能由于观察期较短（12~18.1 个月），

有 2 篇 研 究 没 有 发 现 远 处 转 移 [11, 13]。 在 1 篇 病 例

分 析 [8] 中， 在 随 访 期 内 的 远 处 转 移 率 同 肿 瘤 的 大

小 相 关 [ 远 处 转 移 率（ 平 均 随 访 期 ）；Tis，0% 

（29.1 个月）；T1，3.7%（40 月）；T2，5.1%（39.5 月）]。

1.5.3  整体生存率　 有 5 篇 研 究 [8-11, 13] 报 道 了 整

体 生 存 率。 尽 管 随 访 期 较 短， 但 在 每 1 篇 研 究 中

整 体 生 存 率 是 都 是 良 好 的。 在 分 析 肿 瘤 大 小 和 生

存 率 关 系 时，1 篇 研 究 [8] 得 出 这 样 的 数 据：Tis，

图 1　内镜辅助下乳房保留手术的手术过程　　A：乳房后面的游离；B：皮瓣的游离；C：从乳晕切口在光源的引导下切除腺
体；D：通过乳晕的切口应用体积重置的方式重建乳房。

Figure 1　Operative procedure of endoscopic-assisted breast-conserving surgery　　A： Dissection of the posterior surface of the breast; 
B: skin flap development; C: resection of the mammary gland under light guidance from a periareolar incision; D: repair of the defect by 
mobilization of the conserved breast tissue from a periareolar incision.

乳房背面的解剖范围

胸廓内血管的穿支

癌灶 静脉牵开器

腺体的切除范围

皮下空间的解剖范围

游离剩余乳腺的边缘

保留的乳腺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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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T1，97.3%；T2，95.7%。因此，肿瘤的大

小 不 但 可 能 同 远 处 转 移 相 关 也 可 能 影 响 着 整 体 生

存率。

1.6  美容的评价及患者的满意率

美 容 的 效 果 在 5 篇 研 究 中 应 用 下 述 3 种 方 法

进行评价：⑴ 4 级评分系统（优秀，良好，一般，

差）[17]；⑵ 5 项 4 级法（ABNSW)；5 项评价包括：

对称性，乳房形状，乳头形状，皮肤及伤口情况），

每一项包括 4 个等级：0 分，差；1 分，一般；2 分，

良 好；3 分，优 秀。总 分 超 过 11 分 则 被 认 为 是 美

容效果良好或优秀 [10]；⑶ 日本乳腺癌学会（JBCS）

分级系统，其包含 8 个方面：乳房大小，乳房形状，

手 术 疤 痕，硬 度，乳 头 / 乳 晕 大 小、形 状，乳 头 /

乳晕颜色，乳头位置及乳房下线；每一项的评价可

以用 3 分评价法（2 分，良好；1 分，一般；0 分，差）

也可以应用 2 分评价法（1 分，良好；0 分，差），

总分 11~12 分被认为美容效果优秀，8~10 分为良

好，5~7 分为一般，0-4 分为差 [18]。

在 3 篇 研 究 [6, 9, 13] 中， 应 用 4 分 评 价 系 统

EBCS 组 有 82.2%~89.5% 的 患 者 被 评 价 为 优 秀 或

良好。在 1 篇队列研究 [13] 中，EBCS 组对手术疤痕

的评估明显优于 CBCS 组。患者的满意率也在 5 篇

研 究 [4-6, 10, 12] 中做了评 估，其中 3 篇 研 究 [4-5, 10] 中

显 示 EBCS 组 超 过 90% 的 患 者 对 手 术 后 的 美 容 效

果 感 到 满 意，1 篇 研 究 [8] 中 患 者 对 手 术 疤 痕 的 满

意 率 达 到 83.4%， 其 余 1 篇 文 章 [12] 则 提 到 EBCS

组 对 手 术 疤 痕 的 满 意 率 高 于 CBCS 组（55% vs. 

31.4%）。至于对乳房各象限手术后满意率的问题，

1 篇研究 [12] 提 及应用可吸收聚羟基乳酸网在外象

限重建乳房比在其他部位重建乳房的患者满意率低

（44.4%）。然而，这些调查都是在少于术后或放

射治疗后 3 年的基础上得来的。

2　现状分析与展望

2.1  EBCS 的优势及不足

EBCS 手术的一大优势即减少手术疤痕，然而，

如果乳房的形状无法维持的话，即使肿瘤被完整切

除及无明显疤痕，手术的美容效果依然很糟糕，因

此，EBCS 的目标在于不仅实施完整的手术切除，

同时还应利用体积重置或移植等美容学手段维持术

后乳房的形状。

EBCS 的不足在于因手术空间狭小而延长了手

术时间同时由于一次性器械的使用增加了手术的费

用。在手术时间方面，一定量的手术积累及手术过

程的简易、灵活化可能有助于缩短手术时间。在 1 项

研究 [13] 中，应用肿胀麻醉技术游离皮瓣可以缩短

BCS 的手术时间。另一方面，当前应用于其他整形

美容科的一次性内镜器械如在乳腺癌患者中应用，

其费用无法在医疗保险中报销。因此，如果 EBCS

技 术 广 泛 应 用，这 些 器 械 的 使 用 是 一 大 问 题。在 

5 篇研究 [4-5, 8-9, 13] 中，为了改善这一问题，在游离

皮瓣及解剖乳房后侧时应用内镜、牵开器等非一次

性器械从而降低手术费用。

2.2  至今为止的 EBCS 研究结果

2.2.1  手术相关数据　如上所述，EBCS 研究的概

述及手术的相关数据（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并

发症，手术切缘）同 CBCS 的数据相当，据体数据

的 不 同 可 能 同 手 术 方 式 相 关 [10-13]。 因 此， 应 该 建

立 EBCS 手术的标准方式。

2.2.2  肿瘤预后　 在 肿 瘤 预 后 方 面（ 局 部 复 发，

远处转移及整体生存率），EBCS 的研究结果表明

局部复发及远处转移的风险都大致相同 [4, 8-11, 13]。

因此，EBCS 可能不影响肿瘤的预后。再者，研究

显示 EBCS 的整体生存率也是令人满意的 [8-11, 13]。 

然 而 这 些 结 果 的 随 访 期 只 有 12~40 个 月， 故 同

CBCS 肿 瘤 预 后 的 安 全 性 相 比，EBCS 手 术 有 待 于

进一步观察。

2.2.3  美容评价及患者的满意率　大多数的 EBCS

研究都有比较好的美容效果，有 2 篇研究 [12-13] 显

示其美容效果优于 CBCS 组，尤其是对手术疤痕的

评 分 明 显 增 高 [13]， 这 也 显 示 出 EBCS 的 优 势。 另

一方面，EBCS 组患者对手术疤痕的满意率也高于

CBCS 组 [12]。然而，这些评价的随访期时间不长，

并 且 这 些 美 容 效 果 及 患 者 的 满 意 率 评 价 方 式 在 不

同的研究中也存在差异或不清晰，因此，建议随访

时间至少放疗术后 3 年，并结合客观标准的美容评

价方式如 4 级评估系统，同时在患者满意率评价方

面 采 取 欧 洲 癌 症 治 疗 及 研 究 组 织 的 乳 腺 癌 患 者 生

活 质 量 调 查 表（EORTC-QLQ-BR23） 或 进 行 乳 腺

癌治疗后的功能评估（FACT-B）[19-20]。

2.3  EBCS 手术成功的关键点

2.3.1  基于临床检查及乳腺影像学检查的患者选

择　EBCS 手术成功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选择适当

的手术患者。根据目前对乳腺癌手术的研究，如要

进行 EBCS 手术，以下几点是需要考虑的。

2.3.2  切除的乳腺组织体积与总乳腺体积的比率

　 一 般 而 言， 如 切 除 的 乳 腺 体 积 不 超 过 20%， 那

么 游 离 周 围 的 乳 腺 组 织 并 重 置 可 以 提 供 令 人 接 受

的美容学效果 [21]，这是可以应用 EBCS 实现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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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如果切除的体积占总体积的 20%~40%，

体积重置的方法则可能没有效果，这时应用自体体

积移植的方式是必要的 [21]。EBCS 手术中在内镜的

辅助下通过腋襞或腋中切口获得 LDF 可以用来重

建乳房 [8, 22]。

2.3.3  肿瘤的位置　肿瘤的位置也是一个重要的

因素。如果肿瘤的位于内部或下极，通过乳头切口、

腋 切 口 或 其 他 小 切 口 都 很 难 游 离 乳 腺 组 织 修 补 缺

损。所以，如果肿瘤位于这两个区域，通过更大切

口的其他手术方式是更合适的选择，EBCS 是不被

推荐的 [13, 21]。

2.3.4  腺体的密度　腺体的密度是选择患者第 3 个

要考虑的要素。有大量脂肪的低密度腺体组织在经

过广泛破坏后有较高的脂肪坏死风险。因此，应该

用影像学报告及数据系统（BIRADS）评估乳房脂

肪的组成以得到乳腺密度的评估 [21]。这项评估将

有助于得出 EBCS 术后无脂肪坏死的可能性。

对于适合 EBCS 的患者而言，制定手术计划及

关于疾病程度的准确术前评估是成功的关键。MRI

是 对 侵 袭 性 乳 腺 癌 及 原 位 管 癌（DCIS） 敏 感 性 最

高的检查手段 [23-27]，并且与乳腺癌的侵袭性有很

好 的 关 联 [23-24]。 事 实 上， 最 近 的 研 究 表 明 术 前 行

MRI 检 查 可 以 减 少 手 术 切 缘 的 阳 性 率 及 再 次 BCS

手术的可能 [28]。在这篇研究中，多学科团队包括

外科医生，病理学专家及放射科专家一起根据 MRI

的检查结果详细讨论患者病情。这种讨论有助于准

确定位肿瘤及了解疾病的范围，应该被广泛采纳。

2.3.5  术前准确定位　EBCS 实施是通过小切口完

成的，而病灶距切口的距离通常较远，因此术前在

乳 房 皮 肤 做 精 准 定 位 是 切 除 病 灶 及 获 得 适 当 切 缘

的关键。为了获得定位，MRI 是必要的检查项目。

由于俯卧位有可能造成 MRI 定位的偏差 [29]，通常

会根据 MRI 的发现使患者处于仰卧位，行第 2 次

的超声检查以获得术前定位。应用这种方法，1 篇

研究显示较低的阳性切缘率（1.4%，1/73）[13]。目前，

在日本由于放射科医生的缺乏，大多数的乳腺外科

医 生 都 学 习 了 MMGs 及 MRI， 并 且 获 得 了 一 些 乳

腺 超 声 的 技 巧。 基 于 此， 手 术 医 生 通 常 可 以 实 施

术前及术中定位，这种方式可能降低阳性切缘率。

在术前定位的过程中，重建乳房的方案也应该设定

出来。另外，为了保留残余乳房的血流，避免胸廓

内血管及胸背血管损伤也是重要的（图 2）。

图 2　患者为 54 岁女性，肿瘤位于左乳房内上象限，手术方法是内镜辅助下乳房肿瘤切除术 + 前哨淋巴结活检　　A：在超
声检查下标记胸廓内血管穿支；B：术后的美容效果（手术后接受放射治疗后 6 个月）

Figure 2　A 54-year-old woman with left breast cancer in the upper inner area. The operation method was endoscopy-assisted lumpectomy 
plus sentinel lymph node biopsy　　A: Penetrating branch of internal thoracic vessels were marked by ultrasonography (US);  
B: postoperative aesthetic appearance (6 months after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A

B

　胸廓内血管穿支

　超声发现胸廓内血管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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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术中超声扫描　术中的定位包括术中超声

扫描及沿切缘皮肤注射染色剂。最近的研究显示术

中超声的应用有助于肿瘤位置的识别、获得清晰的

切缘及减少再次切除率 [30-32]。除这些优势以外，还

可以减少乳腺的切除体积，从而增加术后的美容效

果 [30]。染色剂的注射是在 EBCS 手术过程中完成的。

2.3.7  病灶的准确切除及术中定位、标本的放射

照影、冷冻切片的分析　 为 了 实 施 获 得 清 晰 手 术

切缘的准确切除，手术器械可能需要切口保护器，

光 源 引 导 的 牵 开 器 及 可 以 将 皮 瓣 抬 起 显 示 切 除 线

的撑开器 [9, 13]。为了确保手术视野及避免接触切口，

切 口 保 护 器 是 有 效 的。 这 些 器 械 可 以 保 证 基 于 术

中 定 位 的 精 确 切 除 的 实 施。 另 外， 标 本 的 放 射 造

影及冷冻切片分析将有助于降低再次手术的几率。

根据最近的研究数据，距肿瘤 2 mm 的无瘤切缘可

以降低局部复发的风险 [15-16]。

2.3.8  缺损的修复及乳房的重建　在大多数的病

例 中， 乳 房 切 除 的 体 积 不 超 过 20%， 所 以 在 BCS

中 应 用 游 离 周 围 乳 房 组 织 重 建 即 可 完 成 修 补。

Ogawa 等 [33] 报道如果乳房密度较小，尽管切除体

积 为 30%， 应 用 此 种 方 式 也 可 以 获 得 较 好 的 美 容

效果。另一方面，如果患者的病灶位于外上象限及

需要切除约 40% 的腺体组织，则需要在内镜的引

导下通过腋襞或腋中切口利用采集的 LDF 进行修

复 [8, 22]。另外，如果乳头偏离或回缩发生，则需要

广 泛 的 破 坏 乳 头 乳 晕 符 合 体（NAC） 并 实 施 双 环

法或改良的双环法 [34-35]。应用这些美容技术可以

得到满意的效果。

2.4  EBCS 当前所存在的问题

直到最近，EBCS 研究才证实其技术上的可行

性及短期内令人满意的结果（肿瘤预后，美容效果

及患者的满意率）。然而这些结果缺乏长期的随访

证据，并且没有患者的生活质量调查。另外，没有

实施 EBCS 的标准指导原则以及临床上没有评估美

容效果、患者满意率及生活质量的一般方法，因此

在目前的情况下，建立这些原则及术后评估方式至

关重要。理想化而言，应从 EBCS 的可行性、手术

安全及美容效果等方面高质量的对比 CBCS，从而

获得肿瘤学安全性、患者满意率及生活质量等数据。

2.5  EBCS 的展望

EBCS 具有减少或减轻手术疤痕的优势，然而

当 通 过 小 切口 行 修 复 乳 房 缺 损 困 难 时，不 推 荐 行

EBCS。另一方面，由于目前美容如吸脂法 [36-37]、

内镜下 LDF 的获 得等技术的进步，可以在提高美

容效果的同时扩大 EBCS 的适应证。然而这种新的

手术方式仍需要足够多的研究来评估其可行性、长

期的肿瘤预后及美容效果。

3　总　结

EBCS 可以在不影响手术效果的前提下增加患

者 的 美 容 效 果 并 提 高 患 者 的 满 意 率。 然 而， 为 了

使 EBCS 成为一种标准的保乳手术方式，关于肿瘤

预后，美容效果及患者满意度的随访研究仍是必要

的。另外，应尽快制定出 EBCS 手术的指南，以规

范其适应证、手术过程及客观的美容效果及生活质

量的评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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