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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Heller术+Dor胃底折叠术

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的效果

周 成，孙鹏飞，臧书源，徐立群
(江苏省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江苏盐城，224005)

摘要：目的分析腹腔镜Heller术+Dor胃底折叠术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的可行性及临床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接受

腹腔镜Heller术+Dor胃底折叠术治疗的11例贲门失弛缓症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手术时间为85—

138 rain，术中出血量25—100 mL，术后住院时间5～11 d；1例患者发生食管黏膜破裂，术中立即予修补缝合，无并发症发生。

术后随访3～35月，所有患者临床症状均缓解。结论贲门失弛缓症接受腹腔镜Heller术+Dor胃底折叠法安全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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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laparoscopic Heller operation combined

with Dor fundoplication o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chalasia of cardia

ZHOU Cheng，SUN Pengfei，ZANG Shuyuan，XU Liqun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Yancheng First Prople’s Hospital，Yancheng Jiangsu，224005)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feasibility and clinical efficiency of laparoscopic Hell—

er operation combined with Dor fundoplic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chalasia of cardia．

Methods The clinical materials of 11 patients with achalasia of cardia treated bv Heller operation

and Dor fundoplica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Results A1l the patients successfully comple．

ted the operation．The operation time was 85 to 1 38 min．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was 25 to

100 mL．and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was 5 to 11 days．One patient had esophageal mucosal rup—

ture，and was treated with repair and suture immediately．and no complications were observed．A1l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3 to 35 months，and the clinical symptoms were significantly re—

lieved．Conclusion Laparoscopic Heller operation combined with Dor fundoplication iS safe and el-

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chalasia of car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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贲门失弛缓症是一种原发性食管运动性障碍

疾病，以食管下括约肌松弛性障碍为主要特

征¨。，临床多以食物反流、夜间呛咳、胸骨后疼痛

以及吞咽困难等为主要症状，少数严重患者可出

现体质量下降。针对贲门失弛缓症患者，目前主

要的治疗方法有球囊扩张法治疗、药物治疗、肉毒

杆菌毒素法治疗以及手术治疗。腹腔镜下Heller

肌切开术是目前公认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2j。

本研究对本院1 1例贲门失弛缓症患者行腹腔镜

Heller术+Dor胃底折叠术治疗，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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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5月_2017年4月本院11例贲

门失弛缓症患者，其中男7例，女4例；年龄24～

7I岁，平均年龄43．7岁；依据患者病史、临床表

现、上消化道造影检查结果确诊本病，胃镜检查排

除癌变患者，所有患者均尢腹部外科手术史。

11例患者中有1例曾行食管支架植入术，效果

差，患者反应较重，术后1月再次取出；1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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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曾行肉毒杆菌毒素注射治疗。此外，术中联

合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1例，因有慢性阑尾炎反

复发作史，1例患者合并行阑尾切除术。

I．2手术方法

人选患者均给予气管插管全身麻醉处理，全

麻成功后，进行常规消毒等操作。取患者脐上缘

1 cm戳孑L置入12 mm穿刺鞘管并建立气腹，置入

腹腔镜后直视条件下分别于患者剑突下切开

5 mm皮肤，右锁骨与左锁骨中线肋缘下依次切开

5 mm与10 mm皮肤，左腋前线肋缘下2 em处切

开5 mm皮肤，依次置入1个10 mm与3个5 mm

的穿刺鞘管。患者取“大”字，头高脚低、左侧稍

高体位。助手于右锁骨中线套管置人弹簧钳，轻

轻向右上方挑起肝左叶，暴露术区；术者站于患

者两腿之间，将左锁骨中线套管处做主操作孔，置

入针持、电钩、超声刀等器械，分别在剑突下套管

处、左腋前线套管置人左手辅助器械、助手协作器

械。超声刀游离肝胃韧带，显露出右侧膈肌脚，打

开食管下段前膈食管筋膜，游离贲门及胃底组织，

切断贲门前静脉，胃镜辅助下探查食管下段具体

狭窄长度，然后纵向切开食管前壁外膜以及肌层。

切开患者胃底贲门处狭窄肌环能见到黏膜膨出，

电钩纵行切开贲门下1～2 cm及食管下段4—

6 cm，切开总长度约6—8 cm，使食管下段及胃

底黏膜充分膨起呈“鱼口状”。胃镜协助探查食

管肌层切开是否充分及食管黏膜有无破损，如有

则用4旬可吸收线及时缝合修补。然后将胃壁与

左侧膈肌脚与切开食管肌层处固3～4针后，将胃

底部从食管前方牵向右侧，并与切开的食管肌层

以及右膈肌脚缝合3～4针，使得食管前壁黏膜膨

出部被覆盖。最后胃镜检查胃底折叠是否合适，

于食管折叠处的旁留置引流管一根，查无出血后

手术结束。

所有统计学计算均通过SPSS 18．0完成，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门诊复查或电

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术后吞咽困难及反流

情况。随访时间3～35个月。

2 结 果

11例贲门失弛缓症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无中

转开腹病例。手术时间85～138 rain，平均

95 min；术中出血量25～100 mL，平均47 mL；术

后住院时间5～11 d，平均7 d；腹腔引流管放置

3～4 d后拔除；术后患者恢复顺利，术前症状明

显缓僻。1例患者术中误将食管黏膜切破，胃镜

发现后行腔镜下修补术，该患者留置胃管时间稍

长，进食推迟，未出现消化道漏等并发症，患者顺

利康复出院。

术后随访3～35月，1例患者术后半年再次

出现轻度反流症状，间断服药症状缓解。1例患

者术后出现轻度吞咽困难，经内镜下球囊扩张治

疗后，吞咽困难症状明显好转。其余患者均无复

发，进食良好。

3讨论

贲门失弛缓症是一种原发性食管功能障碍性

疾病，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针对其治疗方

法有多种，包括药物治疗(包括作用于LES的钙

离子拮抗剂和硝酸盐类药物)、内镜治疗(包括内

镜下肉毒杆菌毒素注射、气囊扩张术、金属支架植

入术、环形肌切开术)，以及手术治疗¨。1。口服

药物对降低肌张力作用有限且短暂，仅适用于缓

解早期轻症患者的临床症状。内镜下肉毒杆菌毒

素注射短期内可改善症状，但对改善食管的排空

无效，且复发率高。内镜下气囊扩张术同样面临

治疗效果短暂、远期疗效差、复发率高等缺点。经

口内镜下食管肌层切开术是一种内镜微创新技

术，但操作难度较大，食管穿孔发生率高，长期疗

效有待进一步研究。Heller最初于1913年提出

通过切开食管贲门部黏膜外肌层达到缓解患者临

床症状，疗效显著，且当今Heller术仍是贲门失弛

缓症最有效的治疗标准术式。传统Heller术包括

经胸或者经腹开放手术，开放手术可在直视下直

接用手操作完成工作，但手术创伤较大，术后并发

症较多，患者恢复较慢。随着腔镜技术的发展，胸

腔镜下和腹腔镜下行Heller肌切开术逐渐为国内

外学者所接受v6‘7 J。与胸腔镜相比，腹腔镜下

Heller术手术时间更短，术后吞咽困难缓解率高，

住院时间更短；术后胃食管反流的比例明显低于

胸腔镜手术。8j。同时腹腔镜手术麻醉相对简单，

对心肺功能影响小，能更好地处理贲门部肌层，及

时行抗反流手术，因此腹腔镜手术更为广大学者

所青睐。作者也认为腹腔镜下Heller括约肌切开

术是治疗贲门失弛缓症效果最好的方法，且本次

研究中的11例患者均在腹腔镜下独立完成，无中

转开腹病例，取得良好的效果。

腹腔镜下Heller术能否成功取决于食管下段

与贲门括约肌切开合适的长度以及深度。若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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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度、长度不够，则会使得吞咽困难的症状继续

存在；若切开的过深或者过长，则会损坏患者自

身抗反流屏障，导致食管反流加重。Zaninotto

等‘9l认为切开长度不足是引发术后吞咽困难、复

发最为重要的因素。腹腔镜下Heller术食管下段

括约肌的切开深度以环肌层以及食管纵肌层充分

完全打开后食管黏膜外露膨出作为切开深度的标

准uo。。目前一致认为食管切开的长度应以4～

6 cm为宜，否则将影响患者食管正常蠕动。胃底

肌层切开应保持1．5 cm左右，以小于2 cm为宜，

目的是保存机体自身具备的抗反流屏障，总长度

维持在6～8 cm最为适宜。Jara等¨1j研究发现，

若胃底肌层切开超过2 cm，则术后反流发生率明

显提高。作者体会是：先显露食管下段，配合胃

镜寻找狭窄段，于狭窄段上方约1．0 cm处，用分

离钳联合电钩分离食管纵行肌，达食管黏膜层，使

食管黏膜裸露，沿该突破El上下纵行钝性分离

1．5～2．0 cm，再次确认食管黏膜层后，用电钩逐

步向下分离狭窄段，使食管黏膜层逐步外露膨出，

直至贲门下1．0～1．5 cm。术中应该耐心仔细地

剥离切开黏膜表面所有的肌纤维，确保手术成功，

降低复发率。术中操作应小心仔细，黏膜下出血

可用纱布压迫止血，切忌电凝，避免损伤黏膜，术

中应注意保护前壁迷走神经。本组有1例患者因

术前注射肉毒杆菌毒素，使得食管下段肌层和黏

膜层发生紧密的粘连情况，而将两者分离较为困

难，同时担心手术过程中损伤黏膜，肌层不能充分

地打开，引起患者术后出现轻度吞咽困难，经内镜

下球囊扩张治疗后，吞咽困难症状明显好转。

贲门失弛缓症行Heller术后是否需加抗反流

手术在国际上尚无定论。Dughera¨引认为加做抗

反流手术会增加术后吞咽困难的发生率，DanieI

等研究认为，折叠对手术预后无明显影响，Patti

研究则认为折叠反而会加重反流。但绝大多数学

者‘13。14j一致认为行抗反流手术可以明显降低术

后胃食管反流发生率。Campos015]研究发现，

Heller术后行抗反流术可使胃食管反流症状的发

生率由最初的31．5％降低至8．8％。由于行食管

下括约肌切开时膈食管韧带被破坏，使得患者自

身抗胃反流屏障受到损伤，从而使得患者术后易

患胃食管反流性疾病。因此，作者也非常认可

Heller术后需常规加做抗反流手术。

临床常用的抗反流术主要包括Dot术(180。

向前折叠)、Toupet术(270。向后折叠)、Nissen术

(360。折叠)等。Rebecchi等¨6。认为Dor术相较

于其他术式，为Heller术后最好的术式。Nissen

折叠术可明显缓解术后反流症状，但术后贲门部

阻力增大，吞咽困难等发生率较高，且需要切断胃

短血管，手术难度大，而Dot术或Toupet术则无

需切断胃短血管，操作简单，因此Nissen术不易

作为首选。Dor术优于Toupet术，因Dor术是将

胃底向右180。翻转到食管前方与食管侧壁及左、

右膈肌脚缝合，无需广泛游离胃底，对贲门结构破

坏小；同时前折叠可利用胃底覆盖膨出的食管黏

膜，防止食管瘘的发生。因此Dor术在临床中应

用最广泛。本研究中1 1例患者均行Dor前部分

胃底折叠术。作者的体会是行Dor胃底折叠时需

严格把握好松紧度，若折叠过紧或者过松，分别可

能导致患者吞咽困难或者起不到抗反流作用。

本组患者术中均联合使用胃镜检查，以确保

手术的准确性和安全性。术中应用胃镜检查有如

下优势：①确定食管下段狭窄部位，明确肌层切

开范围；②判断狭窄处肌层切开是否充分，从而

保证手术的治疗效果；③探明患者食管黏膜详

细的破损程度并及时准确的进行修补；④查看

手术胃底折叠程度是否合适，若折叠术后胃镜难

以穿过胃腔，则可调整到合适的松紧度予重新缝

合。本研究中有1例患者因术前曾行内镜支架置

入术，食管周围炎较为严重，给予狭窄段肌层切开

操作时误将患者的食管黏膜切破，术中胃镜发现

后立即采用4旬可吸收线给予修补缝合，未引发

消化道漏等不良症状，患者康复出院。因此，针对

贲门失弛缓症手术治疗过程中联合胃镜具有良好

的治疗效果，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腹腔镜Heller术+Dot胃底折叠

术治疗贲门失弛缓症安全性高，具有疗效显著、并

发症较少、恢复较快的优点，术中结合胃镜检查可

使手术更加安全，效果更加显著，是责门失弛缓症

的首选治疗方法，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参考文献

[1] 庞文广，黄凤柳，叶敏，等．胃镜辅助胸腔镜改良Heller手

术治疗贲门失弛缓症[J]．中国内镜杂志，2016，22(07)：

102—105．

[2] 赵冬瑶，孙淑珍，王红建．高分辨率食管测压在贵门失弛

缓症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效果评价中的价值[J]．中国内

镜杂志，2017，23(10)：47—52．

[3] 马晓冰，令狐恩强，李惠凯．等．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治

疗责门失弛缓症安全性和有效件的影响因素[J]．南方医

科大学学报，2016，36(07)：892—897．

(下转第64面)

万方数据



．64． 实用l临床医药杂志 第22卷

(上接第60面)

[4]

[5]

[6]

[7]

[8]

[9]

[10]

包文晗，段丽萍．贲门失弛缓症的治疗进展[J]．中国微

创外科杂志，2016，16(03)：281—285，

涂征艳，石硕，何庆梅，等．扩张术、扩张加注射术及支

架扩张术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的疗效对比[J]．世界华人消

化杂志，2014，22(08)：112l一1126．

蒲文凤，代剑华．袁月，等．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不同方

式治疗贲门失弛缓症对比研究[J]．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2016，38(03)：292—296

刘小娟．谭玉勇，杨仁麒，等，经口内镜肌切开术治疗责

门失弛缓症的l|缶床疗效及生存质量评价[J]．世界华人消

化杂志，2014，22(34)：5315—5320．

李弼民，朱萱，舒徐，等，贲门失弛缓症可回收支架置入

治疗22例分析[J]．中国内镜杂志，2014，20(10)：1078

—1081．

Zaninotto G，Costantini M，Rizzetto C，et al Four hundred

laparoscopic myotomies for esophageal aehalasia：a single cen—

tre experience[J]．Ann Surg，2008，248：986-993．

谭玉勇，刘德良，张洁，等．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治疗贲

门失弛缓症：单纯纵形切口与改良纵形切口的临床比较

[J]．世界华人消化杂志，2014．22(27)：4129—4134

Jara F M，Toledo—Pereyra L H．Lewis j W．et a1．Long-term

results of esophagomyotomy for achalasia of esophagus[J]．

Arch Surg，1979，114：935—936．

Dughera L，Chiaverina M，Caeeiotella L，et a1．Management

of achalasia[J]．Clin Exp Gastroenterol，2011，4：33—41．

马蓉霞，张方信，汪泳，等．经ISl内镜下食管环形肌切开

术治疗贲门失弛缓症58例[J]．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4，22(21)：3095—3099．

Patti M G，Arcefito M．De Pinto M．et al Comparison of

thoracoscopic and laparoscopic Heller myotomy for achalasia

[J]．J Gastrointest Surg，1998．2：561—566．

Campos G VI，Vittinghoff E，Rahl C，et a1．Endoscopic and

surgical treatments for achalasia：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

ta—analysis[J]Ann Surg，2009，249：45—57．

Rebecchi F，Giaceone C，Farinella E．et a1．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laparoscopic Heller myotomy plus Dor fundo，

plication versus Nissen fundoplication for achalasia：long，term

resuks[j]，Ann Surg，2008．248：1023—1030．

、j]J

1j

]

]

]

，

2

3

4

5

6

rlL

—L

r-

『一

r-

r一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