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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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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小骨窗开颅'钻孔引流术和骨瓣开颅三种手术方式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

选取

该院神经外科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患有高血压脑出血且行手术治疗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其临

床资料!其中采用小骨窗开颅术的有
1%

例!采用锥颅钻孔引流术的有
$$%

例!而采用骨瓣开颅术的有
&%

例$统计并分析三组患

者的存活率和远期临床疗效$结果
!

三组患者在住院期间共有
/&

例死亡!其生存率为
"1*.-

$小骨窗开颅术组'锥颅钻孔引流

术组'骨瓣开颅术组的生存率分别为
".*.-

'

"&*#-

'

&"*/-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小骨窗开颅术组'锥颅钻孔引流

术组'骨瓣开颅术组愈合率分别为
/"*#-

'

/&*"-

'

.%*$-

$小骨窗开颅术组和锥颅钻孔引流术组患者的愈合率明显大于骨瓣开

颅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治疗
+

周后!锥颅钻孔引流术组和骨瓣开颅术组的患者临床疗效明显高于小骨窗开颅术

组*治疗后
$#

周!锥颅钻孔引流术组和骨瓣开颅术组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明显低于小骨窗开颅术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O

#

%*%/

#*小骨窗开颅术组患者手术时长明显长于锥颅钻孔引流术组和骨瓣开颅术组!小骨窗开颅术组患者术中输血量'术后切口脑

脊液渗漏发生概率和住院时长均明显少于锥颅钻孔引流术组和骨瓣开颅术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O

#

%*%/

#$结论
!

小

骨窗开颅术'锥颅钻孔引流术和骨瓣开颅术清除患者脑内血肿时具有不同的临床疗效!可不同程度提高患者生存率和预后$

关键词"小骨窗开颅术*

!

锥孔引流术*

!

骨瓣开颅术*

!

高血压脑出血*

!

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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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罗成军#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颅脑出血'肿瘤方面的研究*



!!

高血压脑出血作为神经外科临床常见脑血管疾病之一#该

病属于急性占位病变#在老年患者中较为多发#临床上表现为

头痛'偏瘫和呕吐等症状#具有极高的致残率和病死率#其中基

底节出血是该病的主要类型之一(

$)#

)

*临床上常采用小骨窗开

颅术'锥颅钻孔引流术或者骨瓣开颅等手术方式对其血肿进行

清除#改善颅内高压#解除脑组织的压迫#提高患者存活率#对

于患者术后神经功能的恢复有重要意义(

.)/

)

*上述三种手术方

式在高血压脑出血的治疗过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具体方法

的选择对于患者的预后有明显影响#例如前两种方法由于出现

脑疝的概率较低而逐渐得到医生和患者的青睐(

+)"

)

*本研究将

本院神经外科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患有

高血压脑出血且行手术治疗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临

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比较其临床治疗效果和安全性#现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神经外科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高血压脑出血且行手术治疗的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所有患者均符合高血压脑出血的诊断标准(

&

)

*将所有患

者分为三组#其中小骨窗开颅术组
1%

例#锥颅钻孔引流术组

$$%

例#骨瓣开颅术组有
&%

例*回顾性分析其临床资料#所有

患者均有高血压病史#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出血量
'

1%35

的有
..

例#

/%

!

1%

35

的有
&+

例#

.%

!#

/%35

的有
$+$

例&发病时间到给予手

术时间
'

#,>

的有
++

例#

'

"

!

#,>

的有
1+

例#

$

">

的有

$$&

例&经
!7

检查其出血位置分布如下!皮层下
&#

例#基底节

区
$%%

例#丘脑出血破入脑室
&$

例#小脑半球
$"

例&格拉斯哥

$

U!N

%评分在
$%

!

$.

分
$++

例#

&

!#

$%

分
$%#

例#

,

!#

&

分

$#

例*三组患者性别'年龄'

U!N

评分'脑出血量'脑出血时间

及出血部位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

有可比性*

$*/

!

方法
!

小骨窗开颅术组的具体操作方法(

1

)

!根据患者头

部
!7

结果确定其血肿体表的投影区#对其术野进行常规性消

毒并铺巾*将其头皮作
$

个长约
,93

的切口#切开头皮#头皮

下方开直径
.93

左右的骨窗#将其硬脑膜十字切开#操作过程

中需注意避开其血管和脑功能区#对血肿进行穿刺#而对脑皮

层进行电灼处理#沿其穿刺的方向对脑实质到血肿腔的部分进

行分离#直视状态下对血肿进行清除*待血肿清除后确定其没

有活动性出血#再将引流管置于血肿腔内#采用常规方法对其

硬脑膜进行缝合*锥颅钻孔引流术组的具体操作方法(

$%

)

!术

前需给予患者剃头#然后根据其头部
!7

的结果确定其出血的

位置*并根据其出血部位确定其颅骨的钻孔位置#操作过程中

需注意的是避开其血管区和脑功能区#并保持正对其血肿中心

位置#于其体表贴上金属作为标记&再次行
!7

进一步确认后#

采用局部麻醉联合静脉注射镇静剂#对其术野进行常规性消毒

并铺巾#对其进行锥颅并采用穿刺针$由北京万特福公司生产

提供%穿刺到其血肿的中心位置&先抽吸约
$%

!

#%35

的血

肿#然后将管道保留用作引流管#术后采用
#

!

,

万单位的尿激

酶联合生理盐水注入其血肿腔#并留置
#>

后释放#每天
#

次#

术后
/;

进行
!7

复查#待血肿清除
&%-

左右时拔除管道*骨

瓣开颅术组的具体操作方法(

$$

)

!根据其头部
!7

的结果确定

其血肿体表的投影区#采用静脉注射全身麻醉#并对其术野进

行常规性消毒#铺巾后对其皮肤作
$

个长约
$/93

的马蹄形切

口并骨瓣开颅#将其颞骨鳞部到中颅窝底给予全部咬除并充分

减压#呈放射状将其硬脑膜切开&于其皮层血管较少的非重要

功能区采用脑穿针对其血肿进行穿刺#将其血肿液体部分缓慢

吸出#使其脑压降低后将其皮质切开
$93

左右#沿穿针道脑压

板对其脑组织进行分离&直视状态下对其固体部分和液体血肿

进行清除并充分止血#采用生理盐水进行冲洗#并将引流管置

于血肿腔内*术后均需三组患者的血压进行严格控制#预防其

上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褥疮及下肢深静脉静脉血栓#并常规

性脱水降低颅内压#营养神经#加强对症支持治疗*

$*'

!

指标监测
!

本次研究三组患者均得到了跟踪随访的资

料#其随访时间长
/

个月至
/

年*统计并分析患者住院期间的

存活率'手术时长'术中输血量'术后切口脑脊液渗漏发生率和

住院时长#采用
U!N

评分系统(

$#

)对患者的预后进行评估*根

据患者的意识和是否可进行正常的日常生活工作等情况将其

临床疗效分为
.

个等级#即治愈'好转和无效*其中治愈的临

床表现和生命体征为患者意识清醒#肢体的肌力测定高于
&

级#可正常进行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好转的临床表现和生命体

征为患者意识较清醒#有时轻微模糊#肢体的肌力测定低于
&

级#可基本进行日常的生活和工作&无效的临床表现和生命体

征为患者意识模糊#无法正常进行日常的生活和工作*总有效

率
0

$治愈例数
2

好转例数%"总例数
i$%%-

*根据+脑卒中患

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

(

$.

)对患者入院时及治疗

后
+

周'

$#

周分别进行评分#将其神经功能的缺损程度分为
.

个等级#重度缺损为
'

.%

!

,/

分#中度缺损为
'

$/

!

.%

分#轻

度缺损为
%

!

$/

分*分值越高表明其神经功能的缺损程度

越高*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MNN$"*%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用
G 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9

检验&计数资料用例数或

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O

#

%*%/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三组患者的生存率对比分析
!

本次研究三组患者在住院

期间共有
/&

例死亡#其生存率为
"1*.-

*小骨窗开颅术组'

锥颅钻孔引流术组'骨瓣开颅术组的生存率分别为
".*.-

'

"&*#-

'

&"*/-

*三组患者住院期间的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O

'

%*%/

%*

/*/

!

三组患者远期生活质量对比分析
!

本次研究采用
U!N

评分系统对患者的预后进行评估#其分级为
'

级和
)

级则判定

为愈合*小骨窗开颅术组'锥颅钻孔引流术组'骨瓣开颅术组

愈合率分别为
/"*#-

'

/&*"-

'

.%*$-

*小骨窗开颅术组和锥

颅钻孔引流术组患者的愈合率明显大于骨瓣开颅术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O

#

%*%/

%*

/*'

!

三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分析
!

本次研究中#治疗
+

周后#

锥颅钻孔引流术组和骨瓣开颅术组的患者临床疗效明显高于

小骨窗开颅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

O

#

%*%/

%*

见表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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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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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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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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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三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分析

组别
.

治愈

$

.

%

好转

$

.

%

无效

$

.

%

死亡

$

.

%

总有效率

$

-

%

小骨窗开颅术组
1% #/ #+ $/ #, /+*"

锥颅钻孔引流术组
$$% // #+ / #, ".*+

骨瓣开颅术组
&% ,, #$ / $% &$*.

/*1

!

三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对比分析
!

治疗后
$#

周#三

组患者的神经功能与住院时相比均有程度不一的改善#其中锥

颅钻孔引流术组和骨瓣开颅术组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明显低

于小骨窗开颅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见表
#

*

表
#

!!

三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对比分析#

G È

&

组别
.

住院时 治疗后
+

周 治疗后
$#

周

小骨窗开颅术组
1% .+*&̀ .*, .%*&̀ /*% #$*1̀ ,*#

锥颅钻孔引流术组
$$% .+*/̀ ,*& $&*$̀ /*$ $$*.̀ ,*$

骨瓣开颅术组
&% .+*.̀ ,*# $1*+̀ /*. $#*$̀ ,*$

9 %*.++ /*+#. /*#/,

O %*%"# %*%.+ %*%%+

/*2

!

三组患者临床指标对比分析
!

小骨窗开颅术组患者手术

时长明显长于锥颅钻孔引流术组和骨瓣开颅术组患者#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O

#

%*%/

%&小骨窗开颅术组患者术中输血量'术

后切口脑脊液渗漏发生概率和住院时长均明显少于锥颅钻孔

引流术组和骨瓣开颅术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O

#

%*%/

%*见表
.

*

表
.

!!

三组患者临床指标对比分析

组别
.

手术时长

$

G̀ E

#

>

%

术中输血量

$

G̀ E

#

35

%

切口脑脊液

渗漏(

.

$

-

%)

住院时长

$

G̀ E

#

;

%

小骨窗开颅术组
1%".*$"̀ %*&% 1#*,1̀ /$*%/ #

$

#*#

%

#+*+#̀ .*##

锥颅钻孔引流术组
$$% .*"#̀ $*$$$&+*.#̀ +,*,, $#

$

$%*1

%

.+*%1̀ #*"&

骨瓣开颅术组
&% /*++̀ #*$,$&&*//̀ +#*$. $.

$

$+*#

%

./*11̀ #*.1

9

或
!

#

1*,+/ &*/%1 ,*%1. +*/1,

O %*%%/ %*%%. %*%%# %*%%1

'

!

讨
!!

论

高血压脑出血是由诸多因素所引发的一类疾病#发病较

急#临床上对于此类疾病的治疗一直没有最佳治疗方案*此类

出血通常为短暂性大出血*从病理学角度分析#患者的出血灶

周围脑组织会由于动脉血流对其给予压迫或冲击而引发原发

性损伤#随之其颅内压会发生局部增高#使其周围的脑组织由

于受压而发生缺血'移位'坏死及水肿等症状*有学者通过研

究发现开颅手术疗法和非手术方法相比(

$,

)

#会使患者的脑组

织发生较多损伤#且对患者预后的改善帮助较小*对于出血量

多的患者来说#采用药物保守治疗的方法通常效果不佳*目前

大部分患者均选择采用外科手术方法进行治疗#骨瓣开颅术进

行颅内减压时#手术时间较长#对患者造成的创伤较大&而小骨

窗开颅术和锥颅钻孔引流术作为目前临床较常用的手术方法#

对患者的创伤较轻*本次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本院收治的

#&%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对其临床有效性和安

全性进行了对比分析*

从手术适应证来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首要治疗目的是

为了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临床上通常将患者根据

其脑出血量的不同进行分级#对于年龄过大$

'

"%

岁%或其出

血量
#

.%35

的患者#或者合并患有严重心肺功能障碍的患者

采取保守治疗#其余均提倡采用手术方法进行治疗*

当患者血肿量较大时可对其开颅进行血肿清除#尤其是当

其发生脑疝时#对患者生命及时抢救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手

术治疗的创伤较大#易引发较多并发症#部分患者由于身体素

质差无法承受*小骨窗开颅术对于血肿量中等的患者较适用#

其操作部位比较表浅#可在局部麻醉的条件下给予手术#适用

于身体素质较差或者年龄较大的患者*锥颅钻孔引流术创伤

较小#联合纤溶剂对血块给予溶解#采用置管进行引流时具有

更好的临床效果#而对于液态血肿也是一种高效的方法#该种

方法的缺点是术中再出血不易发现#止血效果和减压效果均较

差*曾勇等(

$/

)通过对基底节区出血的患者进行研究#发现开

颅术与锥颅钻孔引流术相比#其失血量较多'手术时间较长'临

床疗效较差*还有专家认为选择手术方法需根据其出血部位'

病情状态'出血量'血肿是否破入脑室'发病时间等因素决定*

而对患者进行分级#

(!&

级(

$#

)患者建议采用锥颅钻孔引流

术或小骨窗开颅术对其血肿进行清除#而对于
&!)

级患者则

适宜采用小骨窗开颅术或骨瓣开颅术清除血肿*对于病情较

严重且不稳定的患者#建议采用骨瓣开颅术#而对于发病时间

晚或患者病情较稳定的患者#需采用锥颅钻孔引流术清除

血肿(

$+

)

*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小骨窗开颅组患者的平均手术时间明

显长于常规骨瓣开颅组患者#其术中平均输血量'术后发生切

口脑脊液漏的概率'平均住院时间均明显少于常规骨瓣开颅组

患者*可见#用小骨窗开颅血肿清除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疗

效优于常规骨瓣开颅血肿清除术*微创钻孔引流术用于治疗

.%

!

+%35

中等量高血压脑出血比小骨窗开颅术有更高的治

疗有效率#并且在促进患者神经功能恢复方面作用更为明显*

小骨窗开颅术在近几年脑出血的治疗中应用较多#其可以迅速

清除颅内大部分血肿#有效缩短患者术后恢复清醒的时间#促

进患者神经功能恢复*然而微创钻孔引流术具有操作简便'对

患者损伤小'不易损伤血管和脑组织'手术时间短'易于操作'

疗效肯定等优点*

本次研究通过对三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三

组患者的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但对其生存率

的影响则与患者的出血时间'出血部位'年龄和身体素质相关*

而从生活质量来看#采用小骨窗开颅术和锥颅钻孔引流术对患

者正常脑组织的影响较小#且对手术造成的创伤较少*但手术

方法的选择需根据患者具体的病情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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