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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囊结石腹腔镜手术治疗对患者心'肝'肺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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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探讨胆结石腹腔镜手术治疗对患者心&肝&肺功能的影响%方法
!

收集
:-

例胆囊结石患

者!根据医生建议&患者意愿选择手术方式!其中
,-

例采用传统手术治疗"传统组$!其余
(-

例患者采用腹腔镜

胆囊切除术治疗"腹腔镜组$!对比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的心&肝&肺功能变化%结果
!

手术前后两组患者心&肝&

肺功能相关指标进行检测!并实施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术后
'N

肝功能相关指标检

测水平与组内术前比较!

$

$

谷氨酰转移酶"

^̂ 5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3<5

$&总胆红素"

574<

$&天门冬氨酸氨

基转移酶"

3e5

$检测水平均明显提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对两组术后
,N

指标检测水平与组

内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插管后心肺功能相关指标检测水平与组内手术前进行比较!

平均动脉压"

836

$&心率"

h#

$&脉搏氧饱和度"

e

)

C

*

$均明显提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对两组

术后指标检测水平与组内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胆囊结石采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会对患者肝功能及心肺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与开腹手术比较影响较小!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优势%

关键词"胆囊切除术#

!

开腹手术#

!

腹腔镜手术#

!

肝功能#

!

心肺功能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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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结石是指胆道系统包括胆囊或胆管内发生结

石#目前发病率较高#按发病部位分为胆囊结石和胆

管结石#结石在胆囊内形成后#可刺激胆囊黏膜#不仅

可引起胆囊的慢性炎症#而且当结石嵌顿在胆囊颈部

或胆囊管后#还可以引起继发感染#导致胆囊的急性

炎症#由于结石对胆囊黏膜的慢性刺激#还可能导致

胆囊癌的发生#此种胆囊癌的发生率可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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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在针对上述类型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胆囊切

除术是十分重要的治疗方案(

'$*

)

'具体的治疗中#可

选择不同的手术方案#但手术会对患者的肝功能等产

生一定的影响'本次研究探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对

心*肝*肺功能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蒲城县人民医院
*-';

年
(

月

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胆囊结石患者#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_*+-(

&岁'

根据医生建议*患者意愿选择手术方式#其中
,-

例采

用传统手术治疗$传统组&#其余
(-

例患者采用腹腔

镜胆囊切除术治疗$腹腔镜组&'两组基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见表
'

'

$+/

!

方法
!

所有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其中传统组

接受常规开腹胆囊切除治疗#腹腔镜组接受腹腔镜下

胆囊切除治疗'观察*对比两组患者不同时间$术前*

术后
'N

*术后
,N

&的肝功能#以及不同时间$术前*插

管后*术后&的心肺功能相关指标检测结果'

$+'

!

研究指标
!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
'N

*术后
,N

的

肝功能变化及术前*插管后*手术后心*肺*肝功能比

较'肝功能指标主要包括!

$

$

谷氨酰转移酶$

^̂ 5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3<5

&*总胆红素$

574<

&*天门冬

氨酸氨基转移酶$

3e5

&%心肺功能指标包括平均动脉

压$

836

&*心率$

h#

&*脉搏氧饱和度$

e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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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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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

男"女

$

)

"

)

&

年龄

$

F_B

#岁&

病程

$

F_B

#月&

体质量指数

$

F_B

#

W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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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组
,- '.

"

', %%+'._*+-( '%+'*_*+,' *,+:'_'+*'

腹腔镜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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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6ee',+-

统计软件进行#计

量资料以
F_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5

检验%

计数资料用百分比$

`

&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肝功能指标比较
!

手术前

后#分别对两组肝功能相关指标进行检测#组间两两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对两组术后
'

N

肝功能相关指标与组内术前进行比较#

^̂ 5

*

3e5

*

3<5

*

574<

检测水平均明显提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

$

-+-(

&'但对两组术后
,N

各指标检测水平与

组内术前进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

&

-+-(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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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心肺功能检测指标比较
!

手术前后两

组心肺功能相关指标进行检测#组间两两比较#差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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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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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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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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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

&

-+-(

&%对两组插管后心肺功

能相关指标检测水平与组内术前进行比较#

h#

*

836

*

e

)

C

*

检测水平均明显提升$

"

$

-+-(

&'但对

两组术后指标检测水平与组内术前进行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肝功能检测$

F_B

%

组别
) ^̂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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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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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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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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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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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组
,-

!

术前
**+-(_'+-, ',+:(_-+'* '%+'*_-+*' :+;(_'+''

!

术后
'N (;+;%_'+-*

#

,&+'*_'+-,

#

%-+,,_'+'*

#

*&+;._'+*,

#

!

术后
,N *,+-;_'+-( '(+,'_-+'( '(+,;_-+'% &+;:_'+,'

腹腔镜组
(-

!

术前
*'+:&_'+-' ',+:._-+', '%+',_-+'& :+;._'+-&

!

术后
'N (*+,'_'+-'

#

,.+,'_'+-'

#

,:+*(_-+*'

#

*:+'(_'+*'

#

!

术后
,N *,+-'_'+-' '%+:;_-+''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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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术前比较#

#

"

$

-+-(

表
,

!!

两组患者心肺功能检测指标比较$

F_B

%

组别
) h#

$次"分钟&

836

$

!!h

H

&

e6C

*

$

`

&

传统组
,-

!

术前
:(+'(_'+-( &;+,,_'+'( &;+'*_*+-,

!

插管后
'--+,*_'+-*

"

''(+,*_'+,.

"

'--+,'_'+(;

"

!

术后
:%+'(_-+,' '-(+'*_'+*' &;+''_'+,(

腹腔镜组
(-

!

术前
:(+,(_'+-* &;+':_'+'; &;+',_'+:.

!

插管后
&.+,,_'+-'

"

'',+-*_'+-,

"

&&+,'_'+-'

"

!

术后
:*+',_-+'&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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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术前比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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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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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囊结石与多种因素有关#女性激素*肥胖*妊

娠*高脂肪饮食*长期肠外营养*糖尿病*高脂血症*胃

切除或胃肠吻合术后*回肠末段疾病和回肠切除术

后*肝硬化*溶血性贫血等因素都可引起胆囊结石#在

我国西北地区的胆囊结石发病率相对较高#可能与饮

食习惯有关'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最近胆囊结石

患病率和发病率均呈现上升的趋势'长期的临床实

践发现早期实施手术治疗有利于获得理想的治疗效

果(

,

)

'但是#手术会对患者机体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

和刺激#进而对其心肺功能及肝功能等产生一定的

影响(

%

)

'

本组研究中#对腹腔镜手术与常规开腹手术的临

床影响进行了对比分析'本研究发现#对两组术后
'

N

心肺功能相关指标检测水平与组内术前进行比较#

^̂ 5

*

3e5

*

3<5

*

574<

检测水平均明显提升$

"

$

-+-(

&#但对两组术后
,N

指标检测水平与组内术前进

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

&

-+-(

&#提示不

同手术方案下#均会对患者的肝功能产生一定的影

响#导致一过性肝功能异常的出现'另外#术前与术

后分别对两组肝功能相关指标进行检测#并实施组间

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

&

-+-(

&#提示

两种手术方案在肝功能影响方面的情况基本一致'

分析相关原因#是因为手术麻醉等会影响肝脏血流循

环'开腹手术中会对肝脏产生一定的牵拉或挤压#影

响肝脏功能'

腹腔镜手术中需要建立人工气腹#会影响到肝脏

血流动力学#并刺激机体产生内分泌激素#导致一定

肝功能损伤的出现(

,

)

'但是#术后随着患者病情的逐

渐康复#肝功能各项指标会逐渐恢复(

(

)

'在心肺功能

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情况'本研究在术前与术后#

分别对两组心肺功能相关指标进行检测#组间两两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

&

-+-(

&'对两组插管

后心肺功能相关指标检测水平与组内术前进行比较#

h#

*

836

*

e6C

*

检测水平均明显提升#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

$

-+-(

&'且对两组术后指标检测水平与

组内术前进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

&

-+-(

&'上述结果表明#不同手术方案下#患者的心肺

功能也会出现一定的改变'开腹手术创伤对患者心

肺功能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腹腔镜气腹条件下#也

会对患者心脏前后负荷和心肌收缩力等产生一定的

影响#进而导致心率失常等情况的出现(

;$.

)

'

综上所述#本研究初步证实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会

对患者肝功能及心肺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短暂

肝功能异常等的出现'但与开腹手术比较#腹腔镜手

术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仍然存在一定的临床应用

优势'

参考文献

(

'

) 张建#黄耀#吴孟超
+

腹腔镜术中联合内镜在治疗胆囊结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8?N9L"B

!

8@

P

*-'&

!

Y1L+';

!

21+&



石合并肝外胆管结石的应用前景(

f

)

+

中华肝胆外科杂

志#

*-''

#

'.

$

:

&!

;:($;:.+

(

*

) 赵云#杨成林#冯以斌#等
+

十二指肠镜联合腹腔镜治疗老

年胆囊结石合并肝外胆管结石(

f

)

+

中国普通外科杂志#

*-';

#

*(

$

:

&!

''-($''''+

(

,

)

b>f8

#

e>2 h

#

g> 9

#

?G@L+5I?@B@L

H

?A"/?KK?/G1K

01

)

"F@/@"B?/1!M"B?NS"GIN?J!?N?G1!"N"B?K10"B/"A"1B

"BK"LG0@G"1B@KG?0L@

)

@01A/1

)

"//I1L?/

P

AG?/G1!

P

(

f

)

+eO0

H

<@

)

@01A/[BN1A/6?0/OG@B5?/I

#

*-';

#

*;

$

;

&!

%%&$%(%+

(

%

)

<Cg2=[e7

#

5h4[<e93

#

h37[#8322[7

#

?G@L+

4!

)

@/G1K

)

@G"?BGK@/G10A1B1

)

?0@G"F?NO0@G"1BNO0"B

H

L@

)

$

@01A/1

)

"//I1L?/

P

AG?/G1!

P

!

?F@LO@G"1BK01!GI?2@G"1B@L

eO0

H

"/@LaO@L"G

P

4!

)

01F?!?BG601

H

0@!N@G@M@A?

(

f

)

+3!

feO0

H

#

*-';

#

*'*

$

*

&!

*:&$*&;+

(

(

)

83<<49] #

#

#32] ]

#

#C2e5#C8 9

#

?G@L+e"B

H

L?$

A?AA"1BL@

)

@01A/1

)

"//I1L?/

P

AG?/G1!

P

@BN[#96

!

@F@L"N

1

)

G"1BK10GI? !@B@

H

?!?BG1K/I1L?N1/I1L"GI"@A"A

(

f

)

+

@̂AG01"BG?AG[BN1A/

#

*-';

#

:%

$

%

&!

;,&$;%(+

(

;

) 黄尚书#梁伟新#罗莉芸
+

经皮肝胆囊穿刺引流后择期腹

腔镜手术治疗高危结石性化脓性胆囊炎
%-

例(

f

)

+

重庆

医学#

*-',

#

%*

$

**

&!

*;-($*;-;

#

*;'-+

(

.

) 廖娟#胡云衢#董芳#等
+

肺功能评价在老年慢阻肺并胆石

症患者腹腔镜术前的应用(

f

)

+

武警后勤学院学报$医学

版&#

*-'*

#

*'

$

(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临床探讨!

!"#

!

$%&'()(

"

*

&+,,-&$)./0(122&/%$(&%(&%12

产
[e7<A

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

黄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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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都江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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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产超广谱
)

$

内酰胺酶"

[e7<A

$大肠埃希菌引起血流感染的常见危险因素!为临床血流

感染控制提供依据%方法
!

采用回顾性方法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
*:&

例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的

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
<1

H

"AG"/

回归分析!评估其与血流感染的相关性%结果
!

*:&

例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患者

中!

'*,

例为
[e7<A

阳性!

';;

例为
[e7<A

阴性%

'.

种危险因素中发现
&

种危险因素与产
[e7<A

大肠埃希菌

引起的医院血流感染具有显著关系!分别是手术&败血症征兆&安置尿路导管&安置中心静脉导管&胆道疾病&尿

路感染&感染性休克&基础疾病&抗生素使用超过
,

类%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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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为多种因素所致!

主要与侵袭性操作&基础疾病和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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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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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引起的感染已成为医院感染的主要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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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菌主要是革兰阴性菌#主要包

括肠杆菌科的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产酸克雷

伯菌*奇异变形杆菌#以及非发酵菌中的铜绿假单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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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埃希菌又是引起血流

感染的主要病原菌#特别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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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给血流感

染的治疗带来了困难#其感染*治疗*转归*预后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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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所以对造成其感染的流行病

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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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埃希

菌引起血流感染的常见危险因素进行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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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住院期间发生院内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病例#其

中排除门诊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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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长期住院$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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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照组'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的入选标准!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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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或多次培养分离出大肠埃希菌且结合有发热$大

于
,:\

或小于
,;\

&#可伴有寒战等临床症状#并结

合有下列条件之一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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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入侵门户或侵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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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全身中毒症状而无明显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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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皮疹或

出血点#肝脾大#血液中性粒细胞增多伴核左移#且无

其他原因可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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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的方法'同一患者

多次发生同类感染住院#仅采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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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生大肠埃希

菌血流感染的住院资料进行分析'多次培养结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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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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