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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近端胃癌根治性切除术及重建术式的临床效果与术后生存情况。

方法：分析 2006 年 1 月—2011 年 10 月 82 例行近端胃癌根治切除术患者资料，其中 22 例行近端胃切

除术后食管残胃吻合重建（食管胃吻合组），40 例行全胃切除术后 Roux-en-Y 食管空肠吻合重建（食

管空肠 Roux-en-Y 吻合组），20 例行近端胃切除术后功能性空肠间置重建（空肠间置组），比较三组

患者手术指标、术后并发症、营养状态以及术后生存率。

结果：食管胃吻合组手术时间、出血量均明显少于另两组（均 P<0.05）；食管空肠 Roux-en-Y 吻合

组淋巴结清扫数明显多于另两组，但营养指标方面不如另两组（均 P<0.05）；三组并发症总发生率

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但食管空肠 Roux-en-Y 吻合组腹泻、倾倒综合征发生率明显高于另两

组（均 P<0.05）；三组患者 1、3 年生存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0.891，P=0.554；χ2=0.419，

P=0.831）。

结论：三种近端胃癌手术生存率相似，近端胃切除术加食管残胃吻合创伤性小，近端胃切除术加功能

性空肠间置术后生活质量更高，临床应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选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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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icacy and postoperative survival in proximal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different types of radical gastrectomy and reconstruction.

Methods: The clinical records of 82 patients with proximal gastric cancer undergoing radical gastrectomy 

from January 2006 to October 2011 were analyzed. Of the patients, 22 cases underwent proximal gastrectomy 

with esophageal-residual stomach anastomosis (esophagogastric anastomosis group), 40 cases underwent total 

gastrectomy with esophagojejunal Roux-en-Y anastomosis (esophagojejunal Roux-en-Y anastomosis group), and 

20 cases underwent proximal gastrectomy with functional jejunal interposition (jejunal interposition group). The 

surgery-related parameters,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nutritional status and survival rate among the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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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 癌 在 我 国 发 病 率 逐 年 升 高 ， 是 病 例 数 最 多

的 肿 瘤 类 型 之 一 ， 近 端 胃 癌 主 要 指 的 是 胃 小 弯 高

位 癌 、 胃 底 癌 以 及 粪 门 癌 。 目 前 主 要 的 有 效 治 疗

方 式 仍 然 是 手 术 治 疗 ， 临 床 采 用 的 手 术 及 重 建 方

式较多，但由于近端胃癌患者多数年龄较高、预后

不佳，其手术治疗方式的选择临床一直存在较大争

议。部分学者支持全胃切除以降低反流概率[1-2]，且

此 举 可 避 免 切 除 不 彻 底 ， 也 有 部 分 学 者 认 为 胃 功

能 不 能 轻 易 去 除 ， 因 此 应 该 保 留 部 分 胃 。 本 文 旨

在 探 讨 不 同 近 端 胃 癌 根 治 性 切 除 术 及 重 建 术 式 的

临 床 效 果 及 术 后 生 存 率 ， 为 临 床 选 择 治 疗 术 式 提

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6年1月—2011年10月82例实施胃癌

根治切除术患者，按照术式及重建方案分为3组。

⑴  食 管 胃 吻 合 组 ： 2 2 例 ， 实 施 近 端 胃 切 除 术 后

食 管 残 胃 吻 合 重 建 ； 男 1 4 例 ， 女 8 例 ； 年 龄 5 7 ~ 

72岁，平均（62.91±7.23）岁； Borrmann分型

局限型7例，浸润型15例；临床分期I期3例，II期

5例，III期14例。⑵ 食管空肠Roux-en-Y吻合组：

4 0 例 ， 实 施 全 胃 切 除 术 后 R o u x - e n - Y 食 管 空 肠 吻

合 重 建 ； 男 2 6 例 ， 女 1 4 例 ； 年 龄 5 5 ~ 7 1 岁 ， 平 均

（62.84±7.17）岁； Borrmann分型局限型13例，

浸 润 型 2 7 例 ； 临 床 分 期 I 期 5 例 ， I I 期 8 例 ， I I I 期 

27例。⑶ 空肠间置组：20例，实施近端胃切除术

后 功 能 性 空 肠 间 置 重 建 ； 男 1 3 例 ， 女 7 例 ； 年 龄

57~74岁，平均（61.86±7.44）岁； Borrmann分

型 局 限 型 5 例 ， 浸 润 型 1 5 例 ； 临 床 分 期 I 期 2 例 ， 

II期4例，III期14例。三组患者性别、年龄、浸润

比 例 、 临 床 分 期 等 基 线 资 料 对 比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均P>0.05），均衡可比。

1.2  纳入标准

⑴ ≥50岁；⑵ 原发性胃癌；⑶ 无腹腔广泛

转移[3-4]；⑷ 肿瘤整体位于胃部上1/3部位；⑸ 实

施根治手术；⑹ 单纯性手术，术前无合并化疗或

放疗治疗；⑺ 患者及家属对研究知情且同意，签署

认可书；⑻ 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

1.3  治疗方法

1.3.1  食管胃吻合组　实施近端胃切除术后食管

残胃吻合重建，患者术前全麻，根治性切除近端胃、

肉眼内所见邻近浸润器官及转移灶，切除后实施胃

周淋巴结清扫，术后重建实施食管断端与残胃后壁

端侧吻合重建。

1.3.2  食管空肠 Roux-en-Y 吻合组　全胃切除术

后 Roux-en-Y 食 管 空 肠 吻 合 重 建， 患 者 全 麻， 根

治 性 切 除 全 胃、 肉 眼 内 所 见 邻 近 浸 润 器 官 及 转 移

灶，切除后实施胃周淋巴结清扫，将十二指肠缝合；

重 建 方 法： 确 认 Treitz 韧 带 位 置， 距 离 约 18 cm 

处将空肠离断并将远端闭合，在闭端大约 4 cm 位

置处（空肠）将其与食管行侧端吻合，同时确认食

管 空 肠 吻 合 口 位 置， 距 离 其 约 40 cm 位 置 处 将 空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operative time and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in esophagogastric anastomosi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groups, and the number of lymph nodes dissected was 

higher but the nutritional indexes were worse in esophagojejunal Roux-en-Y anastomosis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other two groups (all 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incidence of overall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P>0.05), but the incidences of diarrhea and dumping syndrome in esophagojejunal Roux-Y 

anastomosi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other two groups (all P<0.05).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noted in 1- and 3- year survival rate among the three groups (χ2=0.891, P=0.554; χ2=0.419, 

P=0.831).

Conclusion: The three procedures give similar postoperative survival rate for proximal gastric cancer, and of 

them, proximal gastrectomy plus esophageal-residual stomach anastomosis is less traumatic, while proximal 

gastrectomy with functional jejunal interposition offers better quality of life, so the procedure selec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actual clinical condition of the 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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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端侧吻合。

1.3.3  空肠间置组　实施近端胃切除术后功能性

空肠间置重建，患者术前全麻，根治性切除近端胃、

肉眼内所见邻近浸润器官及转移灶，切除后实施胃

周淋巴结清扫。重建方式：确认 Treitz 韧带位置，

距 离 约 30 cm 处 将 食 管 空 肠 端 侧 处 吻 合 并 确 定 其

远端 14~16 cm 位置处，实施空肠侧侧与残胃前臂

结合，同时将 Treitz 韧带位置下端 14~16 cm 位置

处与胃空肠吻合口远端 4~6 cm 处吻合，其次将残

胃空肠接合处约 1~3 cm 处丝线结扎，同结扎食管

端 4~6 cm 处。

1.4  观察指标

⑴  临 床 指 标 ： 手 术 时 间 、 出 血 量 、 淋 巴 结

清扫数、住院时间。⑵ 营养指标：血清白蛋白变

化率、血红蛋白变化率、体质量变化率。⑶ 并发

症。⑷ 术后生存率。

1.5  统计学处理

本 文 研 究 结 果 使 用 统 计 学 软 件 S P S S  2 1 . 0 分

析 ， 计 量 资 料 采 取 单 因 素 方 差 检 验 ， 两 组 间 比 较

采 取 t 检 验 ， 计 数 资 料 比 较 采 取 χ 2检 验 ， 血 清 白

蛋白变化率、血红蛋白变化率、体质量变化率采用

中位数（M）表示，并采取秩和检验，生存率采用

Kaplan-Meier法计算，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临床指标

食 管 胃 吻 合 组 手 术 时 间 明 显 短 于 食 管 空 肠

R o u x - e n - Y 吻 合 组 、 空 肠 间 置 组 ， 组 间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t = 7 . 2 1 4 ， P = 0 . 0 0 1 ； t = 6 . 9 5 4 ，

P = 0 . 0 0 3 ） ； 食 管 胃 吻 合 组 出 血 量 明 显 少 于 食 管

空 肠 R o u x - e n - Y 吻 合 组 、 空 肠 间 置 组 ， 组 间 差 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t=9.211，P=0.000； t=3.541，

P=0.023）；食管空肠Roux -en -Y吻合组淋巴结清

扫 数 明 显 多 于 食 管 胃 吻 合 组 、 空 肠 间 置 组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t = 6 . 0 6 7 ， P = 0 . 0 0 4 ； t = 3 . 1 9 7 ，

P=0.029）；三组住院时间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表1）。

2.2  营养水平

随访1年，食管空肠Roux-en-Y吻合组血红蛋白

变化率、血清蛋白变化率分别为-5.1%、-3.9%，

明 显 高 于 食 管 胃 吻 合 组 和 空 肠 间 置 组 ， 差 异 有 统

计学意义（KW=10.216，P=0.003；KW=7.157，

P=0.012），三组患者体质量变化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表2）。

2.3  随访期间并发症

随访1年，三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食管空肠Roux-en-Y

吻 合 组 腹 泻 、 倾 倒 综 合 征 发 生 率 明 显 高 于 食 管 胃

吻合组和空肠间置组（表3）。

2.4  术后生存率

3 组 患 者 1 、 3 年 生 存 率 均 相 近 ， 组 间 差 异 无

统计学意义（χ 2=0.891，P=0.554；χ 2=0.419，

P=0.831）（表4）。

表 1　各组患者临床指标比较（x±s）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clinical variable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of patients (x±s)

　　　组别 n 手术时间（min） 出血量（mL） 淋巴结清扫数（个） 住院时间（d）
食管胃吻合组 22 181.54±43.28 201.38±61.29 15.93±5.57 17.51±4.46
食管空肠 Roux-en-Y 吻合组 40 250.39±51.74 334.35±74.29 25.16±7.23 19.06±5.08
空肠间置组 20 232.26±46.92 270.51±63.36 20.21±6.64 18.54±4.97

F 19.882 11.235 10.226 1.209
P 0.004 0.012 0.015 0.712

表 2　各组患者营养水平对比 [M（范围）]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nutritional statu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of patients [M (range)]

　　　组别 n 血红蛋白变化率（%） 血清蛋白变化率（%） 体质量变化率（%）
食管胃吻合组 22 -0.7（-3.9~3.1） 0.9（-2.9~5.8） -8.9（-11.5~1.3）
食管空肠 Roux-en-Y 吻合组 40 -5.1（-9.2~-2.1） -3.9（-7.4~-1.8） -10.2（-17.1~4.0）
空肠间置组 20 -1.7（-6.5~2.0） -0.2（-3.8~3.7） -9.1（-11.3~0.1）

KW 10.216 7.157 1.320
P 0.003 0.012 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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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组患者 1、3 年生存率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f the 1- and 3-year survival rate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of patients (%)
组别 1 年 3 年

食管胃吻合组 95.45 59.09
食管空肠 Roux-Y 吻合组 90.00 60.00
空肠间置组 95.00 60.00

χ2 0.891 0.419
P 0.554 0.831

3　讨　论

近 端 胃 癌 的 手 术 切 除 主 要 分 为 全 胃 切 除 以

及 近 端 胃 切 除 ， 究 竟 选 择 何 种 手 术 方 式 及 重 建 手

段，临床一直有所争议 [5-6]，主要集中在不同切除

方 式 对 并 发 症 及 营 养 水 平 等 方 面 的 影 响 。 本 文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 近 端 胃 切 除 术 后 食 管 残 胃 吻 合 重 建

治 疗 方 案 可 以 取 得 更 少 的 手 术 时 间 以 及 出 血 量 ，

体 现 了 更 小 的 创 伤 性 ， 因 此 适 用 于 高 龄 低 耐 受 力

等 胃 癌 患 者 ， 这 主 要 得 益 于 近 端 胃 切 除 术 后 食 管

残胃吻合重建过程中只需要一个吻合口即可 [7-8]，

但 是 也 因 为 该 术 式 只 在 近 端 实 施 了 淋 巴 结 清 扫 ，

因 此 淋 巴 结 清 扫 例 次 明 显 少 于 其 他 两 种 术 式 。 淋

巴 结 清 扫 数 量 与 患 者 预 后 之 间 的 关 系 不 能 给 出 明

确 结 论 ， 本 文 研 究 结 果 提 示 3 种 术 式 ， 淋 巴 结 清

扫方式及数量不一样，但是1、3年生存率基本一

致，与文献结果类似，某种程度上暗示淋巴结清扫

状态不直接影响预后，但是也可能受到本文研究样

本量较少影响，且未做5年以上长期生存率研究，

因此不能揭示淋巴结清扫与预后之间准确关系。

本 文 对 营 养 水 平 研 究 结 果 提 示 ， 全 胃 切 除 术

后Roux-en-Y食管空肠吻合重建血红蛋白变化率、

血 清 蛋 白 变 化 率 明 显 高 于 其 他 两 种 术 式 ， 与 文 

献 [9-10]结果一致。全胃切除术Roux -en -Y食管空肠

吻 合 重 建 后 ， 患 者 蛋 白 水 平 低 ， 主 要 原 因 是 全 胃

切 除 ， 导 致 了 大 量 缺 失 胃 蛋 白 酶 以 及 胃 液 ， 降 低

了 蛋 白 吸 收 率 ， 同 时 由 于 胃 酸 不 足 以 及 胃 黏 膜 内

因子减少 [11-12]，维生素B 12吸收率降低，导致了贫

血 的 发 生 ， 因 此 从 蛋 白 水 平 改 变 结 果 来 看 ， 保 留

远 端 胃 对 患 者 术 后 生 活 质 量 意 义 较 为 显 著 。 三 组

患者体质量均下降，下降8.9%~10.2%，与类似文

献 范 围 基 本 一 致 [ 1 3 - 1 4 ]， 从 体 质 量 减 少 角 度 来 看 ，

保 留 远 端 胃 对 术 后 保 证 体 质 量 没 有 直 接 效 果 。 全

胃切除术后Roux-en-Y食管空肠吻合重建后患者腹

泻 、 倾 倒 综 合 征 发 生 率 明 显 较 高 ， 推 断 主 要 原 因

是 该 术 式 导 致 患 者 术 后 进 食 内 容 物 在 重 建 消 化 道

中流动速度快[15-16]。近端胃切除术后食管残胃吻合

重 建 反 流 烧 心 发 生 率 更 高 ， 因 此 该 术 式 后 需 要 针

对症状积极用药。

综 上 所 述 ， 目 前 针 对 近 端 胃 癌 治 疗 及 重 建 术

式较多，本文结果提示3种近端胃癌手术3年生存

率 基 本 一 致 ， 近 端 胃 切 除 术 加 食 管 残 胃 吻 合 创 伤

性 小 ， 近 端 胃 切 除 术 加 功 能 性 空 肠 间 置 术 后 生 活

质量更高，临床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选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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