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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研究生长抑素对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患者脾切除联合断流术术后肝功能的影响$方法
!

回顾性分析
0/

例

肝硬化%门脉高压并食道静脉曲张患者的临床资料!

1)

例"处理组#行脾切除联合断流术术后使用生长抑素
1D

K

(

/L

!连续使用
-1

L

&另
11

例"对照组#术后未使用生长抑素!术后观察记录治疗前后血清清蛋白"

F<A

#%谷丙转氨酶"

F4G

#%丙草转氨酶"

F_G

#%凝

血酶原活动度"

7GF

#及总胆红素"

GXS4

#的变化$结果
!

两组患者术后均恢复良好!无死亡病例!处理组
F<A

较对照组明显增高

"

!

$

%&%2

#!

F4G

%

F_G

分别较对照组明显下降"

!

$

%&%2

#!

7GF

及
GXS4

亦得到明显改善"

!

$

%&%2

#$结论
!

术后联合应用生长

抑素不仅能降低门静脉压力!控制出血!亦能明显减轻患者肝损害!促进肝功能恢复$

"关键词#

!

生长抑素&脾切除术&高血压!门静脉&肝硬化&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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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静脉高压症是肝硬化晚期出现的严重并发症#在国内外

十分常见#而门静脉高压往往导致食道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其

治疗困难*病死率高&

$.1

'

)门静脉高压症手术治疗方式主要为

脾切除联合断流术#治疗效果较佳#但如何在术后实施干预措

施以改善患者肝功能十分重要)人工合成生长抑素可通过抑

制胃酸分泌来治疗应激性溃疡#亦可通过降低门静脉压力#减

少内脏血流而被应用于肝硬化并发的胃底食管静脉破裂出血

治疗)脾切除联合断流术术后肝细胞再生和肝功能的影响方

面报道较少#本试验探讨生长抑素在术后肝细胞再生最关键
'

!

内对患者肝功能恢复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
1%$$

年
$

月至
1%$'

年
$1

月肝硬化门

静脉高压患者
0/

例#男
'2

例#女
$'

例(年龄
1/

!

)(

岁#平均

0)

岁)其中
0)

例均为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BX+F

K

%阳性#均有

上消化道出血史#主要症状为黑便#术前影像学均示不同程度

的肝硬化*脾肿大)肝功能分级!

=L#<!F

级
0$

例#

X

级
-

例)

根据术后是否使用生长抑素分两组!处理组
1)

例#对照组
11

例$不予生长抑素处理%#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基础疾病*术后

各类护理及药物使用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2

%#具有可

比性)

A&B

!

方法
!

处理组
1)

例#患者于脾切联合断流术后即开始

使用生长抑素$瑞士雪兰诺公司%

1D

K

"

/L

#皮下注射#持续

-1L

(对照组
11

例#不使用生长抑素)术后连续观察并记录

%

*

10

*

0/

*

-1L

患者血清清蛋白$

F<A

%*谷丙转氨酶$

F4G

%*丙

草转氨酶$

F_G

%*凝血酶原活动度$

7GF

%及总胆红素$

GXS4

%

的变化)

A&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_GFGF$1&%

进行分析#采用双侧检

验#计量资料用
GW5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用

率表示#组间采用
!

1 检验#检验水准
#

i%&%2

#以
!

$

%&%2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术后一般情况
!

0/

例患者均行脾切除联合断流术#均无

手术死亡#术中出血量为$

/2%W'1%

%

D4

#随访至术后
$

年#处

理组
'

例再出血#均能在
'!

内止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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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

术后肝功能变化
!

两组患者手术后均顺利恢复#处理组

患者术后
F<A-1L

总体增长速度较对照组明显#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2

%)术后两组
F<A

基础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2

%(然而#从术后
10L

至
-1L

#两组
F<A

均大幅度提

升#其中处理组的
F<A

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处理组
10L

和
0/L

节点的提升幅度均大于对照组#只是
-1L

节点时处理组上升

幅度较对照组低$

!

$

%&%2

%#见表
$

)

表
$

!!

各组别术后各时间节点
F<A

的变化%

GW5

*

K

+

4

&

组别
$ %L 10L 0/L -1L

处理组
1) 1/&2W'&1 '(&$W'&2

H

0(&2W1&/

H

2/&0W0&1

H

对照组
11 1(&%W'&' '1&/W'&) '/&)W1&2 22&-W1&2

!!

H

!

!

$

%&%2

#与对照组比较)

!!

术后
-1L

处理组
F4G

及
F_G

水平比对照组明显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

-1L

时
F4G

水平降至最低#两

组降低幅度均较
10

*

0/L

时大#且处理组降低程度优于对照组

$

!

$

%&%2

%#见表
1

)

表
1

!!

各组别术后各时间节点血清转氨酶
F4G

)

!!

F_G

变化%

GW5

*

U

+

4

&

时间
F4G

处理组$

$i1)

%对照组$

$i11

%

F_G

处理组$

$i1)

%对照组$

$i11

%

%L 2%&1W$%&$

H

20&1W/&2 2)&1W$%&/ 21&-W/&-

10L 0'&)W(&' 0)&%W-&( 0%&0W$1&)

H

0-&$W)&2

0/L '1&2W$$&1 '2&$W(&) ')&$W(&- '0&/W$%&%

-1L $1&(W$%&1

H

1%&/W$%&2 11&(W$$&'

H

1-&2W$$&0

!!

H

!

!

$

%&%2

#与对照组比较)

!!

7GF

在处理组的改善情况较对照组好$

!

$

%&%2

%#尤其在

10L

时两组上升幅度均高于同组其他时间点$

!

$

%&%2

%(另

外#处理组术后
GXS4

较对照组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2

%#见表
'

)

表
'

!!

各组别术后各时间节点血清
7GF

)

GXS4

的

!!!!

变化%

GW5

&

术后

7GF

$

^

%

处理组

$

$i1)

%

对照组

$

$i11

%

GXS4

$

D"<

"

4

%

处理组

$

$i1)

%

对照组

$

$i11

%

%L 0)&$W$'&2 0-&2W$)&2 '1&/W-&2 ''&$W-&%

10L -)&1W$1&0

H

)2&/W$2&2

H

12&1W-&( 1/&0W2&(

0/L -/&-W$2&( )/&$W$-&1 $(&)W-&1

H

10&1W)&'

H

-1L /%&2W$0&1 -0&-W$)&' $2&2W)&/

H

1%&(W2&-

H

!!

H

!

!

$

%&%2

#与对照组比较)

C

!

讨
!!

论

!!

脾切除联合断流术能有效地控制食道静脉曲张破裂出血#

迅速纠正脾功能亢进(又因其不降低门静脉的灌注压#使得向

肝血流得以部分保存(再者#此方式术后肝性脑病的发生率

较低&

'.0

'

)

然而#门静脉压力的升高可使门静脉循环存在内毒素#一

氧化氮$

Ea

%释放增多#从而形成高血流动力改变&

2

'

#而高灌注

造成肝细胞向幼稚化发展&

)

'

)同时#手术降低门静脉压#但肝

脏的血供却不能得到良好保证)肝组织缺血*缺氧#以及内毒

素*炎性介质的蓄积使得术后肝功能进一步恶化)

生长抑素可降低门静脉压*促进消化功能恢复及止血作

用&

-.$%

'

#目前已被临床广泛使用)然而#人工合成的生长抑素

对门静脉高压症致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行脾切除联合离断术

术后肝细胞再生及肝功能的恢复有何影响#目前文献报道

鲜见)

本试验选取的
0/

例病例均为行脾切除联合胃底贲门周围

血管断流术)对比发现处理组
F<A

水平在
'!

内迅速恢复至

正常范围#较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由于肝硬

化门静脉高压症手术前后全身营养状态差#血管床静水压增高

等使得
F<A

较低#又因生长抑素可明显降低门静脉压力*增加

蛋白合成率*减轻蛋白分解*改善营养底物的利用使得
F<A

迅

速恢复至正常水平#此结果与黄颖烽等&

$$

'所报道一致)转氨

酶是反映肝功能较特异指标#本试验对术后
-1L

患者血清

F4G

及
F_G

进行检测比较发现#

-1L

总体比较示处理组转氨

酶水平较对照组呈现明显降低$

!

$

%&%2

%#显示生长抑素在改

善肝功能转氨酶方面起积极促进作用)

7GF

是判断肝细胞坏

死的严重程度及预后的敏感指标)另外#在肝脏细胞受损情况

下#血清
GXS4

亦随之升高)本试验中#

7GF

及
GXS4

在处理

组的改善情况
-1L

总体较对照组为好$

!

$

%&%2

%)本试验数

据说明脾切除联合断流术术后使用生长抑素可一定程度改善

患者肝脏功能#促进肝功能更快更好的恢复#但既往鲜有文献

证据表明其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且作用机制不详)

肝细胞的修复再生受到神经体液的调控#门静脉高压患者

行脾切除联合离断术术后门静脉血中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与

肝细胞再生有直接关系&

$1.$'

'

)回顾文献#生长抑素可降低肝

细胞内环腺苷磷酸$

=F67

%浓度来抑制肝细胞的
ZEF

的合

成#使肝细胞再生受到抑制)另外#生长抑素亦可使一些肝脏

营养激素的分泌受到抑制&

$0

'

#从而抑制肝细胞再生)但本试

验发现#术后联合应用生长抑素能明显增高
F<A

水平#这与通

常理解的应用生长抑素会抑制肝脏蛋白的合成相矛盾#仍需大

量的循证医学证据来验证)本试验结果显示其在改善
F4G

及
F_G

*

7GF

及
GXS4

方面起重要作用#表明生长抑素能够减

轻肝细胞损伤#改善肝功能)所以术后联合应用生长抑素不仅

不会加重肝功能损害#反而可使肝细胞损害减轻)考虑可能与

作用于诸如前列腺素或者循环的核酸等细胞因子而起一种间

接的中介作用有关)

综上所述#门脉高压患者行脾切除联合断流术术后应用生

长抑素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清蛋白水平#纠正低蛋白血症#促

进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其可促进术后肝功能更快更好恢复#

缩短平均住院日#减少患者住院费用#在临床具有较好的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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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营养失调是
VgZ

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积极的口服和静

脉补液有助于患者的恢复)由于静脉补液是
VgZ

患者治疗

过程中引发医护人员感染的高风险环节#是需要首要克服的难

题之一#护士的安全防护和有效穿刺是护理过程中最应重点把

握的环节)本医疗队通过采取预防性的护理措施和人性化的

护理关怀减少了护理并发症的发生(采用中利护理人员合作的

方式#结合社会系统的支持作用#给予有效的心理干预#使大部

分患者重新树立起了战胜
VgZ

的信心#令其能融入到家庭和

社会生活中#提高了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度和自我防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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