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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潜式持续冲洗加低负压吸引技术治疗低位直肠癌吻合口瘘"

王志斌!李庆忠!宁琦彪!洪
!

娟!钟焕龙"广东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茂名石化医院普外科!

广东茂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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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评估半潜式持续冲洗加低负压吸引技术对直肠癌术后吻合口瘘的治疗价值$方法
!

按照随机

分组的方法将广东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茂名石化医院普外科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直肠癌术后吻合口

瘘患者
$"

例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

例$观察组采用半潜式持续冲洗加低负压吸引装置&对照组行常规普通引

流$结果
!

观察组在瘘口愈合时间%换药次数%住院时间及住院总费用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半潜式持续冲洗加低负压吸引法能有效地阻止肠内容物对吻合口的污染!是治疗吻合口瘘的有效方

法之一$

"关键词#

!

直肠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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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合口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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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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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外科技术的提高#多数患者采用直肠前切除术保肛治

疗#但吻合口位置越低#术后发生吻合口瘘的风险越大#文献报

道高达
+"O

)

#,+

*

+吻合口瘘是直肠癌术后的严重并发症之一#

必须接受及时有效的处理#以降低患者的感染率和病死率+早

期处理的主要措施是建立并维持通畅,有效的引流#控制感染#

纠正水电解质平衡紊乱以及营养支持)

.,)

*

+引流效果直接关系

治疗过程及其预后+为提高冲洗引流效果#促进患者康复#作

者研制了一种半潜式生理盐水冲洗加低负压吸引装置#临床应

用效果较好#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普外科及微创外科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直肠癌根治术后吻合口瘘患者
$"

例#包括

本院术后吻合口瘘
#"

例#外院转入
)"

例+全部患者中男
..

例#占
))O

(女
+'

例#占
!)O

(年龄
+$

!

/"

岁#平均$

)/()Q

-(.

%岁+

!#

例$

$/(.O

%患者吻合口瘘发生在术后第
'

!

#"

天(

#-

例$

.#('O

%患者发生在术后第
#"

天+患者入选标准!

造影证实为直肠癌术后吻合口瘘#腹膜炎症状局限#直肠指诊

发现瘘口小于周径的一半#生命体征平稳#均未行肠造口等外

科手术处理#不合并血液,肝炎肝硬化及糖尿病#了解本研究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随机将
$"

例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

例+观察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Q/(-

%岁(分化

程度高
/

例#中
#)

例#低
'

例(临床分期
(

期
#)

例#

)

期
#)

例+对照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Q-($

%岁(分化程

度高
-

例#中
#$

例#低
$

例(临床分期
(

期
#'

例#

)

期
#.

例+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

可比性+

$(/

!

方法
!

两组患者均在禁食的同时给予静脉营养支持治

疗#注意维持水电解质平衡+观察组根据肠瘘液体的多少选择

#+

!

#/

号吸痰管#根据瘘口深度在管壁剪
.

!

)

个侧孔(再将

一条长输液管前端裁剪成双舌型和
#

!

+

个侧孔+将吸痰管头

端与长输液管头端用丝线缝合固定+将
+

个管头端置入瘘口

周围#吸痰管有
#

!

+

个侧孔位于肛周皮肤处+痰管接持续低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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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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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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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东省茂名市科技计划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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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志斌#男#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为胃肠道疾病+



负压中心吸引#负压吸引力一般控制在
!"

!

#""FF K

8

+长

输液管接生理盐水缓慢持续冲洗#控制滴速
)

!

+"FM

"

F23

+

每天观察是否有新的肠液及坏死组织#及时观察引流袋内的颜

色是否有变化+对照组采用普通硅胶引流管置入瘘附近引流+

$('

!

疗效判定
!

观察患者生命体征#确定停止腹腔冲洗及术

后拔管指征+待患者体温及血常规等基础数据恢复正常后#冲

洗液清澈且冲洗液进出量约为
)"FM

"

D

时#经留置管注入泛

影葡胺进行瘘道造影+待残腔缩小时逐渐调整引流管插入的

深度+待日均引流量约为
#"FM

"

D

时#停止腹腔冲洗并及时

拔除引流管#待皮肤瘘口愈合+

$(1

!

观察指标
!

记录患者一般情况#引流液量,性状情况#换

药次数#瘘口愈合时间,吻合口瘘后住院时间#住院期间的医疗

费#是否再次形成肠瘘+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

量资料以
3Q?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对照组患者引流量为
!"

!

+#"FM

"

D

#观察组患者引流量

为
$"

!

!""FM

"

D

(对照组吻合口瘘恢复慢于观察组(对照组患

者体温术后
'

!

#"D

基本恢复正常#观察组术后
.

!

$D

恢复正

常+两组患者术后随访
.

个月#均未见吻合口瘘复发,吻合口

狭窄及肠梗阻等并发症+两组患者瘘口愈合时间,换药次数,

住院时间及住院总费用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各项治疗指标比较%

3Q?

&

组别
)

吻合口瘘后住院时间$

D

% 日均换药次数$次% 瘘口愈合时间$

D

% 住院总费用$万元%

对照组
." +!('"Q.(/$ .(".Q"()" +"(.)Q)(!' )(.)Q"($)

观察组
." #-(."Q)(". "(/)Q"(./ #.(+"Q!(/" .($'Q"()'

< .('! #.(/' .(/- /()!

! "(""# "(""" "(""# "("""

'

!

讨
!!

论

直肠癌术后会出现吻合口瘘,吻合口狭窄等等并发症)

$

*

+

该并发症可对患者的营养支持及预后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甚至

可影响患者的生存#应给予高度重视+吻合口瘘的发生率较

高#一旦发生该类并发症#必须接受合理适当的引流#以减轻腹

部感染的发生率)

'

*

+临床对于该并发症的处理方法包括手术

治疗和保守治疗两种方案)

/

*

+其中#传统手术方案具有一定的

疗效#但该方案可导致患者肠造口处发生并发症如缺血及坏

死#还可导致后期的造口感染#痛苦较大#需予以改进+保守治

疗多采用瘘口处放置引流装置#充分引流#等待瘘口自然愈合+

传统的肠瘘引流装置通常情况下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不足)

-

*

!

引流管容易堵塞#需要经常更换#而且更换引流管过程中很可

能磨损新生浅表肉芽组织(引流管放置时间久#黏附肠液和坏

死组织#增加了二次感染的概率+这些都妨碍了表肉芽组织及

新瘘管的形成+

林国乐等)

#"

*采用经升结肠回肠置管造口预防吻合口瘘的

发生+作者认为该方法具有较小的创伤性#但仍不属于微创外

科手术的范畴+代全武等)

##

*采用双引流管置入肛管直肠内治

疗吻合口瘘(雍铁山等)

#+

*采用三管引流经肛门置入肠腔防治

吻合口瘘+虽然这两种方法可以引流出肠内容物#并一定程度

地降低吻合口的压力#但该方法将肠内容物引流出后又增加了

吻合口感染的风险+

本文采用自创的半潜式生理盐水冲洗加低负压吸引装置

治疗肠瘘#较传统引流管增加了冲洗#一方面可以使引流管保

持通畅#减少了引流管堵塞的发生(另一方面#低负压吸引可在

吻合口瘘周围产生全方位的负压#能够有效促进吻合口瘘的愈

合(再者#持续负压冲洗技术还可将感染腔隙中的细菌分泌物

及局部渗透液冲出#进一步减少了局部感染的发生率+作者认

为该技术有助于减轻患者局部炎症的发生率#有利于瘘口的快

速愈合#减少治疗总费用+本研究证实了观察组瘘口愈合时

间,换药次数,住院时间及住院总费用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

$

"(")

%+两组患者术后随访
.

个月#均未见吻合口瘘复发,吻合

口狭窄及肠梗阻等并发症+初步证实了半潜式持续冲洗加低

负压吸引技术能缩短瘘口愈合时间#其对于直肠癌术后吻合口

瘘的治疗效果优于传统单纯引流法+

值得注意的是#吻合口周围积液量的大小与本引流方式的

成功与否密切相关)

#.

*

+吻合口周围积液大量增加时#不仅可

增加吻合口外部的瓦力#还可导致吻合口开裂,加重局部感染

的发生+因此#作者认为保持骶前引流通畅至关重要+瘘口愈

合需要保证既没有外压也没有内压,既没有外部感染也没有内

部污染+操作过程应注意引流管固定要牢固#若固定不牢#引

流管置入的深度要做标记#并注意观察引流管是否脱出#随时

注意调整插管的位置和深度+需定期经引流管灌注液体清洁

吻合口#但每次的灌注量不宜过大#灌注速度不宜过快#应要保

证出入量平衡#若灌注量过大则不能很好地引流出体外#导致

感染扩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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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引起儿童病毒性脑炎#但以
K[T,J

型为主#

!

株
K[T,J

型

的同源性为
'!(.O

!

')('O

#存在较大的遗传变异性+

R531F5M9>0PR5d&

多重基因表达遗传分析系统是一种

全新的基因表达谱定量分析平台#它将多重
&J[

和毛细管电

泳技术相结合#采用通用引物$上游通用引物标记荧光%和特异

性嵌合引物相结合的方法#使嵌合引物和通用引物保持适当的

比例#由通用引物引导整个体系的扩增#克服了各靶基因扩增

效率不一致造成的扩增偏爱性#使反应体系中各模板的扩增效

率趋于一致#有效减少多重
&J[

出现假阴性结果的概率#从而

实现多重
&J[

产物定量检测的目的#同时通过毛细管电泳可

以直接显示出产物片段长度及相应荧光信号值大小#直观判断

检测结果+该系统不依赖于特殊反应载体#只需常规
[0,&J[

试剂,上游荧光标记通用引物和毛细管分离胶等常规试剂和消

耗品#使检测成本大为降低+从核酸提取,逆转录反应,

&J[

反应到毛细管电泳#整个检测过程可在
/:

内完成+本次研究

应用该系统对脑脊液标本进行
#+

个常见呼吸道病毒筛查#检

测到的
K[T

阳性标本经巢式
[0,&J[

及测序确证为
K[T

感染#提示
R5d&

多重基因表达遗传分析系统作为一种快速和

高通量的检测手段#能够为病毒性脑炎的呼吸道病毒病原学研

究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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