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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主动脉夹层致猝死的临床病理特点、发病机制及危险因素，提高其早期诊断及防治水平，降低病死率。方

法：对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７例主动脉夹层猝死病例进行临床尸检病理分析，总结其临床病理特点，分析发病机制及危险因素。结果：

７例主动脉夹层猝死患者５０岁以上４例，４０岁以下３例，年龄３０～７１岁，平均（５０．５±１５）岁；多有主动脉粥样硬化和（或）高血压

病史；临床表现最初大多为非心血管疾病症状。结论：主动脉夹层致病因素复杂，起病隐匿，常导致猝死；伴有长期高血压病、主

动脉粥样硬化等高危人群出现突发性胸痛或休克表现时应警惕该病的发生并进行早期干预处理，降低患者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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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脉夹层是指主动脉腔内的血液，从主动脉内膜撕裂

口进入主动脉中膜，使中膜分离，并沿主动脉长轴方向扩展，

从而造成主动脉真假两腔分离的一种病理改变［１］。该病发

病突然且病情发展迅速、病死率高，可导致猝死等严重后果，

且因临床短时间内难以确诊，常易漏诊、误诊而导致医疗纠

纷。因此，本研究对７例主动脉夹层猝死病例进行全面尸

检，探讨其发病机制和致病因素，以期加强对该病的认识，提

高其诊治水平，降低病死率。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７例主动脉夹层破裂猝死患

者，男５例，女２例；年龄３０～７１岁，平均（５０．５±１５）岁。４
例为５０岁以上中老年人，３例为３０～４０岁的年轻人。３例

既往有主动脉粥样硬化及高血压病史，１例仅有主动脉粥样

硬化病史，１例仅有高血压病史，１例有肺结核病史，１例为足

月产妇。

１．２　临床表现　患者主要表现为非心血管疾病症状，其中５
例有四肢疼痛或麻木无力，４例出现呼吸急促、口唇青紫，个

别表现为腹部不适、头晕眼花、冷汗和意识丧失等症状，仅有

３例出现胸闷、胸痛。自出现症状或体征至死亡的时间为

０．５～１３ｈ，生前均未诊断主动脉夹层。３例心电图记录均表

现为窦性心律。

１．３　尸体解剖　所有病例均做全身解剖，对心脏、脑、肺、

肝、肾和胰腺等主要脏器用甲醛固定并在不同部位取材，常

规 ＨＥ染色，观察病理学特征。

２　结　果

２．１　主动脉夹层的分型及致死原因　７例患者中５例为

ＤｅＢａｋｅｙⅠ型和Ⅱ型（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Ａ 型），夹层大小８ｃｍ×

５ｃｍ～２８ｃｍ×７ｃｍ，内膜及外膜均仅见一个纵向或横向的

不规则破裂口（图１）。

图１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Ａ型主动脉夹层破裂的病理形态及后果

Ａ：内破裂口；Ｂ：外破裂口（表面附血凝块）；Ｃ：心包积血

　　内膜破口距主动脉瓣１～１．３ｃｍ，长０．５～７ｃｍ，外膜破

口位于心包腔内，长０．５～３ｃｍ，故破裂后造成心包填塞，心

包腔内积血和血凝块３５０～６５０ｍｌ；２例为 ＤｅＢａｋｅｙⅢ型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Ｂ型），主动脉夹层大小２０ｃｍ×７ｃｍ和１０５ｃｍ×８

ｃｍ，内膜破口均横向，长４ｃｍ，位于降主动脉起始部，外膜破

口不规则纵向，分别长５ｃｍ和６ｃｍ，距主动脉根部分别为

１２ｃｍ和２６ｃｍ，导致胸腔内大出血（胸腔及纵隔血性积液或

血凝块３６００～４０００ｍｌ）而死于失血性休克。夹层病变处主

动脉呈长梭形膨大，显微镜下见血管壁弹力纤维断裂、中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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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伴血肿、外膜纤维组织增生伴玻璃样变性、外膜破口处

有急性炎性反应。

２．２　伴随改变　７例均伴有左心室肥大，５例伴有全身小动

脉硬化等高血压病变和主动脉粥样硬化；２例外貌体征符合

Ｍａｒｆａｎ综合征，其中１例检见甲状腺微小癌。另有２例中见

陈旧性肺结核，１例伴心肌脂肪浸润。

３　讨　论

３．１　主动脉夹层的发病情况及可能机制　
３．１．１　发病情况　主动脉夹层是最常见与最危险的主动脉

急性疾病，其真实发病率不很明确，随着诊断水平的提高，其

发现率已呈明显上升趋势［２３］。该病病因复杂，是多种血管

疾病导致的临床病理结局，其中性别和年龄是重要影响因

素，男女比例１．３１～３．４ｌ，发病年龄平均在５０岁以

上［２４］。本组病例中男女之比为２．５１，且多为中老年患者，

与上述情况基本相符。

３．１．２　致病机制　高血压病是主动脉夹层的主要致病因

素，其次是动脉粥样硬化、代谢性结缔组织疾病、炎性病变

（如梅毒性主动脉炎）、内分泌紊乱、血管畸形和血管损伤等

可造成主动脉内膜及中层损伤的疾病。本组病例中４例有

主动脉粥样硬化，４例有高血压病史。高血压病及动脉粥样

硬化的可能致病机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使内膜易破并引起

动脉中膜缺血、营养不足致变性、坏死，易发生剥离；而高血

压可导致血流动力学障碍并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发展，最终导

致血液溢入动脉中层而形成套管状血肿。因此，防治主动脉

粥样硬化，尤其是控制高血压以减少血流对动脉壁的冲击，

是防治主动脉夹层的重要措施。

　　主动脉夹层还可见于年轻患者，常与遗传性、代谢性或

内分泌疾病有关，如 Ｍａｒｆａｎ综合征和Ｔｕｒｎｅｒ综合征等［５７］。

本组中有２例 Ｍａｒｆａｎ综合征患者，均在４０岁以下，其中１
例合并甲状腺微小癌，另１例为产妇，其发病原因与主动脉

中层先天性缺陷和内分泌因素（甲状腺功能降低和妊娠时黄

体酮水平增高均可通过蛋白聚糖增多引起结缔组织疏松）有

关；另外妊娠期血容量增加致左心输出量增加，血流对主动

脉壁冲击力增加，雌激素抑制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在主动脉

壁沉积，孕激素促进非胶原蛋白在主动脉壁的沉积，均可促

进主动脉夹层的形成和破裂［８］。

３．２　临床表现及可能预后　主动脉夹层的临床表现复杂多

样，无特异性表现。突发剧烈疼痛为发病时最常见症状，约

发生于９０％的患者，疼痛呈撕裂或刀割样，难以忍受。患者

表现为烦躁不安、焦虑、恐惧和濒死感觉，且为持续性，镇痛

药物难以缓解。急性期约有１／３的患者出现面色苍白，大汗

淋漓、四肢皮肤湿冷，脉搏快弱和呼吸急促等休克前期表现。

另外还可伴发部分器官缺血表现，如中枢神经系统缺血引起

的偏瘫、截瘫，意识模糊和昏迷；四肢缺血出现肢体急性疼

痛，脉搏减弱、消失，肢体发凉及紫绀；肾缺血出现少尿、血尿

和肠缺血出现腹痛、腹胀等［１］。心电图检查一般为窦性心

律，无特异性表现。

　　主动脉夹层一旦破裂，预后很差，病死率较高［９１０］，且常

引起猝死。猝死是指外表似乎健康的人，因内在疾病而发生

急速、意外的死亡，自发病至死亡的时限为２４ｈ［１１］。主动脉

夹层一旦向血管外破裂即可造成急性心包填塞或体腔内大

出血而迅速死亡，在心脏性猝死中占第２位［１２］。少数升主

动脉瘤会累及心瓣膜或冠状动脉开口，诱发瓣膜病或心肌缺

血而猝死。本组７例主动脉夹层均较大，自升主动脉扩展至

主动脉弓或降主动脉的不同部位；其中５例外裂口发生于主

动脉瓣口附近，并导致心包积血、填塞而死亡；２例因外破裂

口位于降主动脉，引起胸腔内大出血。自出现症状或体征至

死亡均在２４ｈ内。

３．３　主动脉夹层的诊治要点　主动脉夹层的诊断只要想

到，容易确诊。胸部平片和心电图可辅助诊断，根据病情需

要可选择超声、螺旋ＣＴ或 ＭＲＩ，必要时可行血管造影明确

诊断［１３］。但主动脉夹层猝死病例发病后病情发展迅速，易

误诊、漏诊，常失去诊断和抢救时间［１４］。本组７例患者无１
例生前明确诊断，多误诊为心肌梗死、脑溢血、脑梗死或肺栓

塞等。

　　因此，临床上若发现有长期高血压病史者出现剧烈且持

续、可沿血管走向放射的疼痛，且有皮肤苍白、出汗、周围性

紫绀等休克表现，但血压不低或高于正常；有主动脉瓣关闭

不全的舒张期心脏杂音；出现双上肢脉搏、血压不对称，双下

肢足背动脉搏动不对称；有一过性肢体麻木；疼痛伴有脑卒

中的表现；伴有腹部疼痛的表现但腹部体征轻微；心电图有

左心室肥大的表现但无急性心梗相应特征性改变的患者时

应警惕该病的发生并进行相应的早期处理，提高早期诊断

率，改善患者预后，同时应及时向患者说明病情的严重性，使

其认识到该病的不良后果。此外，对外貌符合 Ｍａｒｆａｎ综合

征的年轻患者也应警惕该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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