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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４０４（２０１２）２３２４３３０２ 技术方法

合并大型体肺侧支的肺动脉闭锁Ⅰ期单源化分期Ｆｏｎｔａｎ术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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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合并大型体肺侧支（ｍａｊｏｒａｏｒｔ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ＭＡＰＣＡｓ）的肺动脉闭锁患儿通过分期手术
干预后行全腔肺静脉连接（Ｆｏｎｔａｎ）术的临床效果。方法 　 １例肺动脉闭锁、单心室合并 ＭＡＰＣＡｓ患儿于出生后３个月
Ⅰ期行单源化手术及改良Ｂｌａｌｏｃｋ分流术，１２个月行Ⅱ期双向Ｇｌｅｅｎ术，４１个月时完成Ｆｏｎｔａｎ术，定期监测患儿肺动脉发
育状况。结果　 通过前期的手术干预，肺动脉发育迅速，肺动脉指数持续增长，最终患儿良好耐受功能单心室化。结论　
早期单源化及分期手术干预最终能使合并ＭＡＰＣＡｓ的肺动脉闭锁患儿肺血管充分发育，满足Ｆｏｎｔａｎ手术要求。
　　［关键词］　 单源化手术；肺动脉闭锁；Ｆｏｎｔａｎ术
　　［中图法分类号］　Ｒ６５４．２　　 ［文献标志码］　Ｂ

［通信作者］　赵曙光，Ｅｍａｉｌ：ｓｈｔｊｄｏｃｔｏｒ＠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合并大型体肺侧支（ｍａｊｏｒａｏｒｔ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ｃｏｌｌａｔｅｒ
ａｌｓ，ＭＡＰＣＡｓ）的肺动脉闭锁患者固有肺动脉由于缺乏
足够前向血流而发育极差，目前主张早期单源化手术

治疗，并积极开展解剖矫治手术［１］。而部分合并单心

室、右室发育不良等畸形的此类患者的治疗方案及病

情转归存在争议，姑息性单心室矫治术可能会受限于

肺血管的发育状况而无法开展［２］。现对此类患者的

１例成功案例加以探讨。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患儿，女性，体质量６．２ｋｇ，出生３个月后因“全身紫绀，易
哭闹”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来我院就诊，入院查体，患儿紫绀明显，
呼吸急促，安静状态下经皮血氧饱和度（ＳｐＯ２）为６５％，活动耐
力差。超声心动图提示：大室缺近单心室，肺动脉瓣水平未见

前向血流，主肺动脉未探及，双侧肺动脉发育极差，主动脉增

粗，可见发自主动脉的大型侧支。右心导管造影确诊为肺动脉

闭锁、单心室。动脉导管造影示：合并 ＭＡＰＣＡｓ，３支较大侧支
发自降主动脉，分布于所有肺段，主肺动脉缺如（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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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自降主动脉的３支较大的侧支血管
图１　肺动脉闭锁合并大型体肺侧支患儿３个月主动脉胸降部导管

造影观察

１．２　分期手术
　　患儿出生后３个月行Ⅰ期单源化 ＋改良 Ｂｌａｌｏｃｋ术，通过

胸骨正中切口进胸，游离暴露左锁骨下动脉备用，建立体外循

环，打开双侧胸膜，通过牵拉暴露从降主动脉开始游离侧支至

肺门，通过松解在无张力下剖开两支侧支上壁，端端吻合下壁，

自体心包补片拓宽修补上壁，形成共汇血管；另一侧支与共汇

血管行端侧吻合，应用直径６ｍｍ的聚四氟乙烯（ＰＴＦＥ）血管端
侧吻合与左锁骨下动脉与左侧共汇血管之间。１２个月时行Ⅱ期
双向Ｇｌｅｅｎ术，正中开胸，建立上腔静脉与右房转流，游离上腔
静脉及右侧共汇后，行端侧吻合。４１个月时行Ⅲ期 Ｆｏｎｔａｎ术，
体外循环下应用２０ｍｍ涤纶编织人工血管行下腔静脉与右侧
共汇血管吻合，切断并闭合改良Ｂｌａｌｏｃｋ分流管。

２　结果

　　Ⅰ期单源化＋改良Ｂｌａｌｏｃｋ分流术中监测共汇血管平均压
力１５ｍｍＨｇ，术后ＳｐＯ２７５％。１２个月导管造影监测示：双侧肺
动脉较前有明显发育，肺血管无明显扭曲变形，部分外周肺动

脉见轻度狭窄（图 ２），肺动脉指数（ＰＡＩ）１４７，肺动脉压力
１０ｍｍＨｇ。Ⅱ期Ｇｌｅｅｎ术中监测肺动脉平均压力１６ｍｍＨｇ，术
后ＳｐＯ２８４％。４０个月导管造影监测示：双肺肺动脉发育充分，
外周肺动脉狭窄不明显，ＰＡＩ为１９３，肺动脉压力１２ｍｍＨｇ。Ⅲ期
Ｆｏｎｔａｎ术中监测中心静脉压力１７ｍｍＨｇ，术后ＳｐＯ２９８％，术后
早期胸腔积液，随访６个月病情稳定，行心导管检查示：人工血
管及各吻合口通畅，肺动脉发育好（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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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侧支血管汇总；△：肺野外带肺动脉发育较差
图２　肺动脉闭锁合并大型体肺侧支患儿Ⅰ期单源化＋改良Ｂｌａｌｏｃｋ

分流术后９个月经左侧锁骨下动脉分流管造影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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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下腔静脉与肺动脉的人工血管；△：外周肺动脉

图３　肺动脉闭锁合并大型体肺侧支患儿Ⅲ期Ｆｏｎｔａｎ术后６个月

右心导管造影观察

３　讨论

　　合并室间隔缺损的肺动脉闭锁严重患者，常合并
ＭＡＰＣＡｓ循环，而固有左右肺动脉直径常在 １．５～
２．５ｍｍ，此类患者不仅固有肺动脉因缺乏足够前向血
流而发育迟缓，侧支血管最终可能导致肺内血管的狭

窄病变［３］，此类患者的术式选择与手术时机掌握对外

科医生具有较大挑战性。

　　关于在什么情况下合并 ＭＡＰＣＡｓ的肺动脉闭锁
患者可以行Ⅰ期根治手术存在混淆，但肺动脉必须能
提供大部分肺段的肺血流，肺动脉树才有可能承受心

输出量，且右室压力不会过高［４］。无论行根治手术或

姑息性治疗，对于此类患者良好的单源化手术效果将

成为后续手术治疗的基础［５］。本例患儿合并单心室

畸形，无法实施Ⅰ期根治手术，姑息性手术治疗成为唯
一选择，术前中心导管造影提示侧支循环分布于所有

肺段，由此推断单源化后的血管可能面临并不是很高

的肺阻力［６］，同时我们也认为由侧支来源的肺实质内

的血管会更像固有肺动脉，而肌性的侧支则节段呈现

渐进狭窄倾向［７］，在侧支血管有明显狭窄的情况下，

有条件的医院采用球囊扩张加以干预将得到更好的手

术效果。行单源化手术的效果依赖于患儿早期肺动脉

的巨大生长发育潜能，因此早期手术干预十分必

要［８］。本例患者于出生后３个月行单源化手术，同时
行改良Ｂｌａｌｏｃｋ分流术，我们认为左锁骨下动脉能够将
血流限制在一个合理的量，且通过使用更大的移植物，

患儿很少会发生极度发绀［９］。而部分学者反对过早

行分流术的原因是肺动脉区域的游离以及远端分流吻

合口的缝合将影响肺动脉分支的顺应性，有造成肺动

脉分支狭窄的重大风险。在本例中我们调整了各侧支

血管顺应性，拒绝应用人工材料重建共汇血管，同时应

用自体心包来调整各吻合口的张力，有效地杜绝了术

后的血管扭曲［１０］。

　　行Ⅰ期单源化及改良Ｂｌａｌｏｃｋ分流术后，患者肺动

脉的生长发育是迅速的，术后９个月双肺动脉已有明
显发育，肺动脉指数达１９３。但面临全腔肺动脉连接
术的选择，其肺血管发育状态尚无法满足全身静脉流

量，所以我们在Ⅱ期行双向Ｇｌｅｅｎ术，使肺血量进一步
得到补充，在随后的两年里肺血管继续发育，同时血氧

含量的提升也促进了患儿的发育，使得我们在４１个月
时完成了Ｆｏｎｔａｎ手术的准备，同样我们认为该患儿在
Ｆｏｎｔａｎ术后肺血管依然具有发育潜能，活动耐量将进
一步提升。

　　总结该病例，我们认为合并 ＭＡＰＣＡｓ的部分复杂
先心病患者，在不具备行根治手术条件的情况下，在婴

幼儿早期行单源化手术干预，将明显改善肺血管发育

状况，Ｆｏｎｔａｎ术在通过后期多次的手术干预后将得以
实施。

参考文献：

［１］ＳｈｉｎｋａｗａＴ，ＹａｍａｇｉｓｈｉＭ，ＳｈｕｎｔｏｈＫ，ｅｔａｌ．Ｏｎｅｓｔａｇｅｕｎｉｆｏｃ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ｌｌｉａｔｉｖｅｒｉｇｈ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ｏｕｔｆｌｏｗｔｒａｃｔ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
ＡｎｎＴｈｏｒａｃＳｕｒｇ，２００５，７９（３）：１０４４－１０４７．

［２］ＲｅｉｎｈａｒｔｚＯ，ＲｅｄｄｙＶＭ，ＰｅｔｒｏｓｓｉａｎＥ，ｅｔａｌ．Ｕｎｉｆ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ｊｏｒ
ａｏｒｔ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ｉｎｓｉｎｇｌｅｖｅｎｔｒｉｃ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ＡｎｎＴｈｏｒａｃ
Ｓｕｒｇ，２００６，８２（３）：９３４－９３９．

［３］ＡｍａｒｋＫＭ，ＫａｒａｍｌｏｕＴ，Ｏ＇ＣａｒｒｏｌｌＡ，ｅｔａ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ｒ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ｒｅ
ｐａｉｒ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ｔｒｅｓｉａｗｉｔｈ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ｓｅｐｔａｌｄｅｆｅｃｔ
［Ｊ］．ＪＡｍＣｏｌｌ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６，４７（７）：１４４８－１４５６．

［４］ＭａｉｎｗａｒｉｎｇＲＤ，ＲｅｄｄｙＶＭ，ＲｅｉｎｈａｒｔｚＯ，ｅｔａｌ．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ｔｒｅｓｉａｍａｊｏｒａｏｒｔ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ｏｔａｌ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ｖｅｎｏｕ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Ｊ］．Ａｎｎ
ＴｈｏｒａｃＳｕｒｇ，２０１１，９２（５）：１７５６－１７６０．

［５］ＤａｖｉｅｓＢ，ＭｕｓｓａＳ，ＤａｖｉｅｓＰ，ｅｔａｌ．Ｕｎｉｆ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ｊｏｒａｏｒｔｏｐｕｌ
ｍｏｎａｒｙ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ｒｔｅｒｉｅｓｉｎ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ｔｒｅｓｉａｗｉｔｈ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ｓｅｐｔ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ｉ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ｉ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ｎａ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Ｊ］．ＪＴｈｏｒａｃ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Ｓｕｒｇ，２００９，１３８
（６）：１２６９－１２７５．

［６］ＣａｒｏｔｔｉＡ，ＡｌｂａｎｅｓｅＳＢ，ＦｉｌｉｐｐｅｌｌｉＳ，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ｏｕｔｃｏｍｅ
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ｔｒｅｓｉａｗｉｔｈ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ｓｅｐｔａｌｄｅ
ｆｅｃｔａｎｄｍａｊｏｒａｏｒｔ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ｒｔｅｒｉｅｓ［Ｊ］．ＪＴｈｏｒａｃＣａｒｄｉｏ
ｖａｓｃＳｕｒｇ，２０１０，１４０（５）：１０９２－１１０３．

［７］ＩｓｈｉｂａｓｈｉＮ，Ｓｈｉｎ＇ｏｋａＴ，ＩｓｈｉｙａｍａＭ，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ｔａｇｅｄ
ｒｅｐａｉｒ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ｕｎｉｆ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ｔｒｅｓｉａｗｉｔｈｖｅｎｔｒｉｃｕ
ｌａｒｓｅｐｔａｌｄｅｆｅｃｔａｎｄｍａｊｏｒａｏｒｔ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ｒｔｅｒｉｅｓ［Ｊ］．ＥｕｒＪ
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Ｓｕｒｇ，２００７，３２（２）：２０２－２０８．

［８］ＳｅｒｓａｒＳＩ，ＪａｍｊｏｏｍＡＡ．ＩＣＶＴＳｏｎｌｉｎ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Ａ．Ｉｓｓｕｅｓｒｅｇａｒｄ
ｉｎｇｕｎｉｆ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ＴｈｏｒａｃＳｕｒｇ，２００７，６（３）：
４１７－４１８．

［９］ＳｃｈｅｕｒｅｒＭＡ，ＳａｌｖｉｎＪＷ，ＶｉｄａＶＬ，ｅｔａｌ．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ａｔＦｏｎｔａｎａｆｔｅｒｓｔａｇｅｏｎｅｐａｌｌ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ｅｉｔｈｅｒ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Ｂｌａ
ｌｏｃｋＴａｕｓｓｉｇｓｈｕｎｔｏｒａｒｉｇｈ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ｌｅｔ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ｃｏｎｄｕｉｔ［Ｊ］．
ＪＡｍＣｏｌｌ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８，５２（１）：５２－５９．

［１０］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ＪＡ，ＢａｎｓａｌＡＫ，ＫｉｍＢＪ，ｅｔａｌ．Ｔｗｏ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Ｂｌａｌｏｃｋ
Ｔａｕｓｓｉｇｓｈｕｎｔｓ：ａｓｉｘｄｅｃａｄ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Ｊ］．ＡｎｎＴｈｏｒａｃＳｕｒｇ，
２００７，８４（６）：２０７０－２０７５．

（收稿：２０１２０６１９；修回：２０１２０９１１）

（编辑　栾　嘉）

４３４２
第３４卷第２３期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５日　　　　　　　　　　

第　三　军　医　大　学　学　报
Ｊ　Ｔｈｉｒｄ　Ｍｉｌ　Ｍｅｄ　Ｕｎｉｖ

　　　　　　　　　　Ｖｏｌ．３４，Ｎｏ．２３
Ｄｅｃ．１５　２０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