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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桂醇与组织黏合剂的不同联用方法在治疗

肝硬化胃静脉曲张出血中的应用

吴开玲 综述!何
!

松"审校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重庆
6"""3"

%

!!

关键词#肝硬化$

!

胃静脉曲张出血$

!

聚桂醇$

!

组织黏合剂

中图法分类号#

594#08

文献标志码#

7

文章编号#

3$4!&8699

"

!"3:

%

!3&##"4&"6

!!

胃静脉曲张&

@M

'是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的并发

症之一"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

@MV

'占肝硬化静脉曲

张出血的
39E

#

#"E

,

3

-

#由于胃黏膜较食管黏膜厚"

因此胃曲张静脉在相同或较大血流压力下相对食管

曲张静脉不容易破裂出血,

!

-

"然而由于其直径较

粗,

#

-

"血流速度较快"一旦出血"出血量大"具有较高

的病死率&

69E

#

99E

'

,

3

-

#目前国内外预防与治疗

肝硬化
@MV

的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内镜治疗+介入

治疗与外科手术治疗,

3

-

#内镜下组织黏合剂注射已

成为二级预防和治疗
@MV

的首选或一线方法"其止

血率可以达到
8"E

以上,

3

"

6&4

-

#目前多篇文献指出"联

合使用组织黏合剂和聚桂醇的改良三明治夹心法"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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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使用组织黏合剂和碘化油(高渗葡萄糖(生理盐

水的传统三明治夹心法在防治
@M

出血的疗效和

&或'安全性上占有一定优势#其中聚桂醇与组织黏

合剂的联合使用方法不尽相同"本文对其进行综述

如下#

$

!

组织黏合剂概述

!!

医用组织黏合剂是一种水样固化物"临床通常使

用
/

&

氰基丙烯酸正丁酯或异丁酯"其结构式中结合

;K

和
;FF5

基团的
/

&

碳原子使
0

位的碳原子具有

很强的吸电性,

:

-

"其在血液中微量阴离子的作用下能

快速发生聚合反应而固化&大约
#

#

9T

'

,

:&8

-

"致血管堵

塞"从而达到即刻栓塞止血的目的#但其致局部炎性

反应及血管纤维化作用较弱"且主要作用于黏膜下血

管"而对肌层及浆膜层静脉作用较小"使曲张的静脉

栓塞不彻底,

3"

-

*组织黏合剂与人体组织不相容"不被

人体吸收"在注射大约
!

周后会被自然排到胃腔"如

果此排胶反应发生在胃静脉腔未完全闭塞前则可引

起排胶时再出血,

33

-

*其具有堵针+黏镜等弊端*组织黏

合剂注射太多容易形成异位栓塞"太少则不易完全堵

塞血管*因组织黏合剂浓度低"若注射速度慢则易形

成碎片且不易完全堵塞血管#我国推荐采用三明治

夹心注射法,

3

-

#

/

!

目前临床常用与组织黏合剂联用的试剂

/0$

!

聚桂醇
!

聚桂醇又称为聚氧乙烯月桂醇醚"为

国产的硬化剂"价格较便宜"属于国内应用最广泛的

硬化剂"可被人体吸收"不会产生排胶反应*注射后能

使曲张静脉的血管内皮发生化学性炎性反应+静脉内

血栓形成及曲张静脉周围坏死+纤维化"有助于局限

组织黏合剂+闭塞曲张静脉及减少再出血风险*能作

用于部分黏膜下的深静脉及交通静脉"减缓或阻止新

生曲张静脉产生*为醚类化合物"对注射局部有部分

麻醉作用"可以减轻患者疼痛不适感#但聚桂醇起效

相对较慢"而胃曲张静脉的直径相对较粗"局部血流

速度也相对较快"单独注射聚桂醇后胃曲张静脉的压

力骤增"拔针时有出血风险*剂量过大易引起溃疡+穿

孔及出血等并发症"剂量小则不能达到封堵血管的

目的,

3!

-

#

/0/

!

碘化油
!

碘化油与组织黏合剂的联用在防治

@M

出血中应用较多"碘化油可以有效地防止组织黏

合剂在注射针内与血液接触固化堵塞针孔#水化碘

油是一种液态栓塞剂"黏稠度较高"在进行推注时压

力较大+速度较慢"可通过分流通道进入体循环*有的

患者还有发生碘过敏的可能,

3#

-

#

/0'

!

高渗葡萄糖
!

高渗葡萄糖作为硬化剂之一"可

用于治疗静脉曲张出血"可能通过渗透脱水引起曲张

静脉血栓性静脉炎和曲张静脉周围纤维化"从而引起

血管壁内血栓形成联合壁外压迫来达到止血目的"其

优点在于减少黏膜损伤&很少发生严重溃疡'"减少甚

至消除操作过程中的症状"不会引起血管坏死"严重

出血罕见"且价格便宜,

36&3$

-

#但高渗葡萄糖浓度高"

注射时压力大"注射速度不易控制"注射过快可致未

固化聚合完全的组织黏合剂向远处漂移而导致异位

栓塞的发生"而注射过慢则会导致曲张静脉在被完全

充填前组织黏合剂已固化聚合"从而影响疗效,

34

-

#

'

!

各种联合使用方法及其疗效和$或%安全性

'0$

!

聚桂醇
&

组织黏合剂
&

聚桂醇
!

目前"仅有少量文

献,

#

"

3"

"

34&!$

-报道了聚桂醇
&

组织黏合剂
&

聚桂醇联

合治疗方法"操作方法为在曲张静脉内依次注入聚桂

醇+组织黏合剂和聚桂醇"必要时可在注射针内预充

聚桂醇#综合各文献结果得出无堵塞内镜孔道发生"

止血成功率为
8#0#"E

#

3""0""E

"与碘化油
&

组织黏

合剂
&

碘化油联合治疗方法&传统法
3

'间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3

&

"0"9

'

,

#

"

!!

"

!6&!$

-

#组织黏合剂的注射

剂量通常根据曲张静脉的容积选择"田峰等,

#

-和

a%K@

等,

!6

-的研究提示聚桂醇
&

组织黏合剂
&

聚桂醇

联合治疗方法的黏合剂用量较传统法
3

有统计学意

义地减少"但边芬等,

!9&!$

-的研究则提示
!

种方法间黏

合剂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随访后
@M

的总体治疗有效率为
$#08"E

#

860:#E

#边芬

等,

!9&!$

-的研究提示聚桂醇
&

组织黏合剂
&

聚桂醇联合治

疗方法的
@M

治疗总有效率较传统法
3

有统计学意

义地提高#陈庆法等,

!#

-的研究结果提示聚桂醇
&

组织

黏合剂
&

聚桂醇联合治疗方法的
@M

治疗总有效率较

高渗葡萄糖
&

组织黏合剂
&

高渗葡萄糖&传统法
!

'也有

统计学意义地提高"但张志会等,

!!

-和
a%K@

等,

!6

-的

研究则提示该
!

种方法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

术后再出血率为
$0$4E

#

##04"E

#张志会

等,

!!

-的研究提示聚桂醇
&

组织黏合剂
&

聚桂醇联合治

疗方法的再出血率与传统法
3

比较"有统计学意义地

降低"但其他研究则提示方法间止血成功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

,

#

"

!6&!$

-

#各随访时间段内

再出血率不同"

a%K@

等,

!6

-的研究则提出再出血的时

间通常为&

##D!"

'

J

#术后再出血原因主要分为
6

类!&

3

'排胶再出血"其发生率为
608"E

#

906"E

"方

法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

,

!9&!$

-

*&

!

'溃疡出

血"其发生率为
330#E

#

3#0"E

"方法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3

&

"0"9

'

,

!$

-

*&

#

'

@M

破裂再出血"其发生率

为
80!"E

#

80:"E

"边芬等,

!9&!$

-的研究提示较传统法

3

有统计学意义地降低"但
a%K@

等,

!6

-的研究则提示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

6

'不明原因出血&未

复查胃镜者'"其发生率为
906"E

#

90$#E

"方法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

,

!$

-

#术后穿孔率为
"

#

303"E

"发热率为
"

#

#!09"E

"未报道发生异位栓塞"

方法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

,

#

"

!6&!$

-

*溃疡糜烂

率为
!"04"E

#

##0#"E

"边芬等,

!$

-的研究提示较传统

法
3

有统计学意义地提高"考虑与聚桂醇致血管炎症

作用较强有关"而
a%K@

等,

!6

-和边芬等,

!9

-的研究则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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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3

月第
39

卷第
!3

期
!

<(HA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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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方法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胸腹痛率

为
80:"E

#

4"0""E

"田峰等,

#

-的研究提示较传统法

3

有统计学意义地提高"考虑与聚桂醇致血管炎症作

用较强有关"而
a%K@

等,

!6

-的研究则提示方法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总死亡率为
"

#

40#E

"

出血相关死亡率为
"

#

!0#9E

"方法间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3

&

"0"9

'

,

#

"

!!

"

!6

"

!$

-

#

'0/

!

聚桂醇
&

组织黏合剂
&

生理盐水
!

张磊,

!4

-依次注

入聚桂醇+组织黏合剂和生理盐水"随访半月"结果显

示该种联合方法的
@M

治疗总有效率为
6:0#"E

"再

出血率为
#609E

"并发症发生率为
!"04"E

"病死率

为
3"0#"E

#

'0'

!

聚桂醇
&

组织黏合剂
&

碘化油
!

庞洪全等,

!:

-依次

注入聚桂醇+组织黏合剂和碘化油"结果显示该种联

合方法的止血成功率为
8$0:4E

"较传统法
3

有统计

学意义地提高*并发症发生率为
#03!E

"远期再出血

率为
80#4E

"较传统法
3

有统计学意义地降低*

!6G

后近期再出血率为
#03!E

"方法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3

&

"0"9

'#

'01

!

碘化油
&

聚桂醇
&

组织黏合剂
&

碘化油
!

侯运萌

等,

!8

-于注射针预充碘化油"然后依次注入聚桂醇+组

织黏合剂和碘化油"而李亚玲等,

#"

-则直接依次注入碘

化油+聚桂醇+组织黏合剂和碘化油"该种联合方法的

结果显示止血成功率为
3""0""E

"再出血率为

!!044E

"排胶出血率为
:083E

"不明原因出血率为

408!E

"较 传 统 法
3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3

&

"0"9

'

,

!8&#"

-

#每例患者组织胶总用量方法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3

&

"0"9

'

,

!8

-

#随访后的
@M

总体有效率

为
4#0!$E

"较传统法
3

有统计学意义地提高,

!8

-

#术

后
#

个月的再出血率为
3"0""E

"胃底静脉曲张破裂

再出血率为
908$E

"较传统法有统计学意义地降

低,

!8&#"

-

#李亚玲等,

#"

-的研究提示并发症发生率为

409"E

"死亡率为
"

"而侯运萌等,

!8

-的研究提示术后

无异位栓塞发生"发热率为
!084E

"溃疡率为
6!0

94E

"且再出血相关病死率为
#08$E

"方法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3

&

"0"9

'#

'02

!

聚桂醇
&

碘化油
&

组织黏合剂
&

碘化油
!

文献,

:

"

#3&#!

-报道了该种联合方法"即依次注射聚桂醇+碘化

油+组织黏合剂和碘化油"结果显示该方法的止血成

功率为
3""0""E

"随访
$

月后的治疗总体有效率为

:$09"E

&

3

个月'+

4:06"E

&

#

个月'+

$!03"E

&

$

个

月'"术后胸骨后疼痛率为
90#"E

#

#903"E

"局部溃

疡率为
!60#"E

#

!80$!E

"发热率为
6"09"E

"无异

位栓塞发生"病死率为
4063E

#

:03"E

"与传统法
3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

,

:

"

#3

-

#组织黏合剂用

量较传统法
3

有统计学意义地减少,

:

"

#3

-

#术后
3

#

$

月再出血率为
33033E

"术后
!

周内
@MV

为
:03"E

"

!

周至
$

个月
@MV

为
3"0:"E

"均较传统法
3

有统计学

意义地降低,

:

"

#3

-

*排胶出血率为
90#E

#

'0)

!

聚桂醇
&

生理盐水
&

组织黏合剂
&

生理盐水
!

刘志

忠等,

3!

-依次注射聚桂醇+生理盐水+组织黏合剂和生

理盐水"结果显示该方法的止血成功率为
3""0"E

*

@M

再出血率为
!09"E

&

#

个月'+

90""E

&半年'*术后

胸腹痛率为
40#

个
E

+溃疡率为
40#"E

"无异位栓塞

及穿孔发生"

3

年的病死率为
903"E

*以上指标与生

理盐水
&

组织黏合剂
&

生理盐水&传统法
#

'相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

@M3

年再出血率为

3"0#"E

"脱胶出血率为
608"E

"均较传统法
#

有统计

学差异地减少*但发热率为
3809"E

"较传统法
#

有统

计学差异地提高"考虑可能与聚桂醇致炎症作用强

有关#

'0.

!

聚桂醇
&

高渗葡萄糖水
&

组织黏合剂
&

高渗葡萄糖

水
!

冯凯祥等,

##

-在注射针管道涂抹硅油"然后依次注

射聚桂醇+高渗葡萄糖水+组织黏合剂和高渗葡萄糖

水"结果显示该方法的堵针率为
#$0$4E

"黏镜率为

3:0##E

"止血成功率为
890""E

*

3

月内
@M

治疗总

有效率为
:60!"E

"

3

月内
@M

再出血率为
!609$E

*

术后发热率为
#30$4E

"上腹痛率为
#:0##E

"无异位

栓塞发生#

1

!

小
!!

结

!!

在防治
@MV

中"内镜下聚桂醇与组织黏合剂有

多种不同的联合注射方法"其中以聚桂醇
&

组织黏合

剂
&

聚桂醇这种联用方法报道最多#聚桂醇与组织黏

合剂相互取长补短"可为进一步提高防治
@M

出血的

疗效及安全性提供更多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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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扩增技术是病原微生物检测的重要武器"其

中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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