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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与胆结石的关系探讨

附 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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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目的 探讨十 二 指 肠 憩 室在胆 结石 发病 中的作用
。

方法 回 顾 性分 析我院行 逆行胰胆 管造 影

检查的 例患者
,

其中合并乳头憩室 例 憩室组
,

无合 并乳头憩 室 例 非憩室组
。

分析 比较两

组 患者年龄
、

胆结石 的发病率
、

结石 发生部位及结石 成分方面的差异
。

结果 本组 例患者 中
,

合并乳头憩室

例
,

占
。

憩室组平均年龄 岁
,

明显高于非憩室组 的 岁 尸
,

且 憩室发生率随年龄的增大而增高
。

本组 发现 的 例胆 结石 患者 中 例合并十 二指肠 憩室
,

胆结石 并憩室发生率 而 非结石 组 例 中仅 例合

并十二 指肠 憩室
,

占
。

结石 组 并十 二 指肠 憩室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非结石 组 尸
。

本组 中乳头旁憩室胆 结

石 发生率 明显高于乳头周 围型憩室者
,

有显著性差异 尸
。

乳头旁憩室患者的原发性胆

总管结石 发生率明显高于继发性胆 总管结石及胆 囊结石
,

且 结石 成分主要为胆 色素结石
。

结论 十二 指肠乳头旁憩室

患者胆结石 发病率显著增高
,

且 主要与原发性胆 总管结 石 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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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随着十二指肠镜及影像学检查的普及与发展
,

十

二指肠乳头旁憩室的诊断率不断提高
,

现将我院行逆行胰胆管

造影术 例中伴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 例进行 回

顾性分析
,

根据结石的发病率
、

结石的部位及结石的成分进行

分析
,

探讨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与胆道结石形成之间的关系
。

资料与方法

临床资料 从 年 月至 年 月行逆行胰胆管

造影术 例中伴十二指肠乳头憩室者 例 憩室

组
,

男 例
,

女 例 年龄 岁
,

平均 岁
。

非憩

室组 例
,

男 例
,

女 例 年龄 一 岁
,

平均 岁
。

憩室组 例中
,

伴胆结石 例
,

占
,

其中胆总管结

石 例
,

胆囊结石 例
,

胆囊伴胆总管结石 例 无结石组

例
,

占
,

其中 例未见异常
,

胆总管下段炎性狭窄

例
,

肝门区胆总管癌 例
。

方法 例患者均常规行十二指肠镜下逆行胰胆管造

影
。

行超声及腹部 检查诊断结石并判断结石部

位 十二指肠镜检查过程中记录憩室大小
、

位置
、

数 目 收集

十二指肠镜
、

胆道镜或手术取出的结石
,

并剖开结石
,

据其外

观
、

颜色
、

剖面
,

将结石分为胆色素结石和胆固醇结石
。

其中

呈 圆形或卵圆形
,

色白或黄白
,

质坚硬
,

表面较光滑或呈细颗

粒状
,

切面呈放射状条纹
,

主要成分为胆固醇的结石为胆固醇

结石 而常为多个
,

可呈泥沙状
,

剖面为同心圆分层排列
,

中

央有一核心
,

质较软
,

直径细小
,

表面较粗糙
,

主要成分为胆

红素钙盐者为胆红素结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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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采用卡方检验
。

结果

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 的发病率 例中伴有憩室

例 终
,

平均年龄 岁 非憩室组 例 拓 火
。

平均年龄 岁 憩室组 中平均年龄明显高于非憩室组
。

十二

指憩室发病率随年龄增高 与非憩室相 比 尸 。 ,

见表

例中共有 个憩室
,

其中单憩室 例
,

双憩室 例
。

憩

室 多为圆形
、

卵圆形
,

大部分憩室 为无皱璧的光滑底部 少部

分憩室 内充满食物残渣
,

边缘炎症改变
。

憩室直径 一
,

其中直径 个 直径 一 个
,

直

径 个

憩室 与胆结石发病率关系 本组 例中胆结石 例
,

其 中 例合并 十二 指肠 乳头憩 室
,

胆结石 并 憩 室 发 生 率

而非结石组 例中仅 例合并十二 指肠憩室
,

占
。

结石组并十二指肠乳头憩室 的发生率明显 高于非结石

组
,

有显著性差异 尸

憩室位置与胆结石关系 十二指肠憩室依憩室 与乳头位

置
、

远 近关系分为憩室 内乳头
、

憩室边缘乳头及憩室周围乳头

三种
。

憩室 内乳头与憩室边缘乳头两者 由于憩室 与乳头关系

密切
,

乳头形态往往部分缺损
,

或者失去乳头的正常结构
,

两

者合称乳头旁憩室 或憩室旁乳头
,

而憩室周 围型乳头 或称

乳头周围憩室 则 由于乳头与憩室之间的距离较远
,

乳头结构

保持正 常 本组 例乳头憩室中
,

乳头旁憩室共 例
,

并发胆

结石 例
,

胆结石发生率
。

乳头周围型憩室 例
,

并发

胆结石 例
,

胆结石发生率
。

乳头旁憩室胆结石发生率

明显高于乳头周围型憩室者
,

有显著性差异
。

结石 的部位与憩室 的关系 本组 例胆结石患者中
,

并

发十二指肠乳头憩室 例
,

憩室组 中原发性胆总管结石的发

病率明显高于胆囊结石与继发性胆总管结石 胆囊伴胆总管

结石
,

有显著性差异 。 肠
,

而非憩室组则无显著性差

异
, ,

见表
。

表 十二指肠乳头憩室发病率与年龄的关系

龄 岁 少

一

魂 一

一

一

一

合计

例数 有憩室 例 无憩室 仁例 三

只

吕

表

结石部位

胆总管

胆囊

胆囊和胆总管

其他
‘

合计

结石部位与憩室关 系

有憩室 「例 〕 无憩室 「例 二

落

结石成分与憩室的关 系 本组 例胆结石合并 十二指

肠憩室 的患者 收集到 例胆 总管结石
,

例胆囊结石 及

例胆囊并胆总管结石
。

所有结石据上述标准分成胆红 素结石

及 胆 固醇结 石 刊 例 胆 总 管 结 石 中 例 为 胆 色素结 石

污
,

例为胆 固醇结石 只
,

其中 例为胆囊切

除 术 后 例胆 囊 伴 胆 总 管 结 石 中
,

例 为 胆 色 素结 石

火
,

例为胆 固醇结石
。

例胆囊结石 中 胆

红 素结石 例
,

胆固醇结石 例
。

伴十二指肠憩室者
,

原发性

胆总管结石发病率明显高于继发性胆总管结石 与胆囊结石
,

且大部分为胆色素结石
,

而胆囊伴胆总管结石 大部分为胆 固

醇结石
,

提示这些结石为由胆囊移行而来的继发胆总管结石
。

本组研究结果表明十二指肠乳头 憩室与原发性胆总管结石有

关
,

而与继发胆总管结石 及胆囊结石无 明显关系
。

讨论

十 二指肠憩室 , 位 于乳

头旁 一 内
,

较为常见
,

特别是开展 以来
,

诊断

率明显 提高
。

国 内外报道 检查 的发现率约 厂一

不等
,

本组诊断率
。

十二指肠憩室发生 的机制 可

能为
,

十二指肠憩室绝大部分位于十二指肠乳头旁及其周围
,

可能与该部位是胚胎前肠和 中肠的愈合部
,

又 有胆胰管
、

血管

通过
,

缺乏结缔组织支持
,

为一薄弱区有关
‘ 。

该薄弱 区 在肠

壁上呈菱形 火 大小
,

肠壁肌纤维稀疏
,

肠 内压

增大 以 及 肝胰壶腹括约肌 的收缩牵拉易使肠 翁膜从 此 区 病

出
,

多见于老年人
。

也有人报道 患者十二指肠较长
,

且

其末端高于十二指肠球部底
,

易导致十二指肠排空延缓
,

内压

增加
,

从而促使憩室形成
。

憩室 的发病率随年龄增大而增高
,

本组结果与之一致
。

岁以前较少发生
,

男女发病率大致相

等
,

本组 中 岁 以下发病率
,

岁以 上发病率
,

憩室组平均年龄 岁 明显高于非憩室组 能 岁
。

乳头旁憩室合并胆胰疾病 已渐受广大学者关注 」

但专

门揭示憩室与胆结石关系的报道为数不多
。

本组 例憩室患

者 中 例 合 并 胆 结 石
,

明 显 高 于 非 憩 室 组
,

尸 。
。

究其原因
,

考虑憩室旁乳头的结构往往

是部分缺损或者完全失去正常形态
,

引起 括约肌结构异

常
,

加上炎症 的长期刺激
,

括约肌功能受到明显影响
,

其

紧张 力
、

收缩 力
、

节律性全部减弱
,

从而 改变正常的胆道压 力

及胆汁流体力学川
,

使胆汁反流或排 出受阻
,

导致细菌繁殖
,

淤积的胆汁及胆汁中的胆红素葡萄糖醛酸被细菌产生 的葡萄

糖醛酸酶水解为未结合胆红素
,

与钙盐结合沉积
,

增高胆结石

形成的机率
。

这些机制与本组研究结果中乳头旁憩室者胆红

素钙盐结石发生率 较高相一致
。

另一方面
,

有人研

究憩室的形态
,

发现与壶腹关系密切者能持续压迫壶腹部
,

导

致胆胰管内压增高
,

憩室壁压迫胆总管远端使其弯曲
、

伸长
、

管腔变细而引起胆道流体力学改变
,

使胆汁排泄不畅
,

有利于

胆结石 的形成川
。

憩室对胆道的影响与胆道受压
、

弯曲变异的

大小成正 比关系
,

憩室越大
,

对胆道胆汁
、

胰液的分泌排泄的

影响越大
,

胆胰疾病的发生率越高
。

大部分学者研究认为憩室

所致胆结石 主要为胆总管结石而非胆囊结石
,

且结石类型应

为原发性胆总管结石颧‘ 本组研究发现与其相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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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度沙胺联合 丝裂霉素 预防 例翼状努肉复发的疗效观察
‘

汕 头 大 学医 学院 第一 附属 医 院 眼科 肖斯 贤 徐珊琪 郑小 筱

【摘 要 】 目的 观 察 。 洛度沙胺滴眼 液联合 肠 丝 裂霉素 对翼状 努 肉切 除加带蒂结膜瓣移位术

后预 防努 肉复发的作用
。

方法 对 例 眼 原发性和复发性翼状 努 肉随机分成两 组
,

治疗组 例 眼
,

对照组

例 眼
。

两组 均施行 餐 肉切 除加带蒂结膜瓣移位 术
。

治疗组 术后 滴用 。 洛度沙胺滴眼液
,

每天 次
,

共 个

月
,

同时滴用
矛

丝裂霉素
,

每 天 次
,

共 天
,

随访 。个月
,

平均 个月
。

结果 例 眼 失访
。

治疗

组 翼状餐 肉复发率
,

对照组 复发率
,

。
,

治疗组 角膜创面 愈合延迟
。

结论 翼状衡 肉切 除加 带蒂

结膜瓣 移位 术后 滴用 洛度沙胺滴眼 液联合 。 丝裂霉素 能有效地预 防翼状努 肉复发
。

【关键词 】翼状 努 肉 洛度沙胺 丝裂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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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
,

从 年 月 至 年 月我们对 例 眼 原发 例 只眼翼状裔肉均位于鼻侧 病程 年
。

对照组 共

性 和复发性翼状裔 肉患者施行裔 肉切 除加带蒂结膜瓣移位 例 眼
,

男 例 眼
,

女 例 眼 年龄

术
,

术后滴用 洛度沙胺 阿乐迈 滴眼液联合 八
矛

岁
,

中位年龄 岁 原发性 例 眼
,

复发性 例

丝裂霉素
,

随访 一 个月
,

观察其复发率及并发症情况
,

眼 单眼 例
,

双眼 例 只眼裔肉均位于鼻侧 病

现将观察结果报告如下
。

程 年
。

两组在性别
、

年龄
、

病程方面经统计学处理无显

临床资料 著性差异
,

具可 比性
。

病例选择 选择 年 月至 年 月我院门诊原 治疗方法 两组均施行翼状裔肉切 除加带蒂结膜瓣移位

发性和复发性翼状簧肉 例 眼
,

为连续病例
。

翼状裔 术
,

手术方法为 丁卡因表麻加 利多卡因局麻在手术

肉侵人角膜 一
,

呈进行性
。

病例均采用抽签的方法随 显微镜下进行
。

常规切除翼状裔肉头部
、

体部
,

充分烧灼巩膜

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
。

创面血管
,

使角膜
、

巩膜创面平滑
,

沿下方角膜缘剪开球结膜

一 般资料 治疗组 共 例 眼
,

男 例 作带蒂结膜瓣
,

其长度相当于裔 肉颈部宽度
,

结膜瓣转位覆盖

眼
,

女 例 眼 年龄 一 岁
,

中位年龄 岁
。

原 于 裸露的巩膜创面上
,

用
一 。尼龙线连续缝合于结膜游离

发性 例 眼
,

复发性 例 眼 单眼 例
,

双眼 缘
,

三针 固定于浅层巩膜上
。

治疗组术后第一天开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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