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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合并门静脉高压症（ＰＨＴ）的肝细胞肝癌（ＨＣＣ）患者同期联合手术的可行性。方法　回顾性总结
分析１６１例同期联合手术治疗ＨＣＣ合并ＰＨＴ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术后死亡１例（０．６２％），总体并发症发生率５５．３％。
联合脾切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组和联合脾切除组术后肝功能损害及腹水发生率等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联合脾切

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组术后有腹水者术前前白蛋白（ＰＡ）值为（１２０±１９）ｍｇ／Ｌ，低于无腹水者（１７２±３４）ｍｇ／Ｌ，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肿瘤直径＞５ｃｍ者联合手术后肝功能损害及腹水的发生率高于肿瘤≤５ｃｍ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　合理选择患者，同期联合肝切除及门静脉高压症手术是安全可行的；对肿瘤直径＞５ｃｍ，尤其是术前ＰＡ
低者，同期联合手术应谨慎；肝癌应以局部肝切除为主，联合手术则以脾切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为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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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细胞肝癌（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ＨＣＣ）患者有

８０％左右合并有肝炎后肝硬化，因此 ＨＣＣ合并门静脉高压

症（ｐｏｒｔａ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ＰＨＴ）在临床并不少见［１３］。ＨＣＣ合

并严重ＰＨＴ的病情复杂，据报道ＨＣＣ合并食管静脉曲张破

裂出血的病死率可达４１．６０％［４］。此类患者单纯肝癌切除

后，余肝脂肪浸润和水肿使门静脉压力暂时升高，又因伴有

明显的食管静脉曲张、脾功能亢进，可诱发曲张静脉破裂出

血导致患者死亡［５］，曾被视为手术禁忌。同期联合手术处理

ＨＣＣ及ＰＨＴ因创伤大、风险高，目前尚存争议［６９］。因此，

如何选择最佳方案以适合此类患者病情需要，降低病死率和

并发症，延长患者生命是肝脏外科的关键问题之一。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回顾性总结分析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５年我院同

期联合手术治疗 ＨＣＣ合并ＰＨＴ的１６１例患者的临床资料，

全部患者术后病理诊断为原发性肝细胞癌，无瘤肝组织均有

不同程度的肝硬化。男１３１例，女３０例，年龄１５～７２岁，平

均（４９．１±１０）岁。ＨＢｓＡｇ（＋）１５４例。全部患者均为单个

肿瘤，肿瘤平均直径（４．６±３．０）ｃｍ，其中≤５ｃｍ１２２例

（７５．８％），＞５ｃｍ３９例（２４．２％）。肿瘤位于左肝５３例，右

肝１０８例。术前肝功能 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Ａ 级９２例（５７．１％），

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Ｂ 级 ６８ 例 （４２．２％），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 Ｃ 级 １ 例

（０．６％）。术前有脾功能亢进１１９例（７３．９％），食管静脉和

（或）胃底静脉中重度曲张９７例（６０．２％），有上消化道出血

史１６例（９．９４％），有出血倾向２１例（１３．０４％）。按同期联

合手术方式不同随机分组：脾切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

组、脾切除组及脾动脉结扎组。

１．２　手术方式　肝癌主要以局部切除为主，共１３７例

（８５．１％），肝叶或肝段切除２４例（１４．９％），其中左外叶切除

７例，左半肝切除３例，右半肝切除２例，中肝叶切除１例，肝

段切除 １１ 例。术中采用间歇性第一肝门阻断 １２０ 例

（７４．５３％），肝门未阻断４１例（２５．４７％），术中出血量在

１００～４５００ｍｌ，中位出血量为５００ｍｌ。同时联合脾切除＋贲

门周围血管离断术７２例（４４．７％，７２／１６１），联合脾切除６８
例（４２．２％，６８／１６１），联合脾动脉结扎２１例（１３．１％，２１／

１６１）。

１．３　术后治疗　术后加强保肝治疗，尿量控制在１５００ｍｌ／

ｄ以上。为方便统计和比较，结合相关文献报道，本研究规定

术后Ｂ超复查腹水＞２ｃｍ、＜５ｃｍ定为中度量，＞５ｃｍ定为

重度腹水。一旦出现腹水，联合应用血浆和（或）白蛋白以及

利尿药物，维持尿量在２０００ｍｌ／ｄ以上，并注意水、电解质平

衡。患者术后均采取常规保肝治疗，无人工肝支持治疗等特

殊处理。定期复查血常规，如果术后血小板＞５００×１０９／Ｌ，

口服抗凝药物，防止血栓形成。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

数资料采用χ
２检验，计量资料以珚ｘ±ｓ表示，采用配对ｔ检验

或成组比较的ｔ检验，检验水平（α）为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总体治疗结果　全组仅１例肝癌切除＋脾动脉结扎患

者，术中有３处肝局部切除，２次肝门阻断（分别为１６ｍｉｎ和

１２ｍｉｎ），术后２周死于肝功能衰竭、肝昏迷，其余患者均康复

出院，病死率０．６２％。术后并发症包括腹水８０例，胸水４例，

腹腔出血１例，感染１例，肝昏迷３例，总并发症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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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３％（８９／１６１）。术后患者随访３年，随访率８５．７％，脾切除＋
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组、脾切除组及脾动脉结扎组３组患者术

后１年肿瘤复发率分别为１１．５％、１２．４％、１２．８％（Ｐ＞０．０５）。３
组患者术后３年肿瘤复发率分别为２３．７％、２５．１％、２４．６％（Ｐ＞
０．０５）。３组患者术后３年消化道出血率分别为２．３％、１０．５％、

１７．７％，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术后腹水发生率及白细胞、血小板数量的变化　脾切

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组患者术后发生腹水 ８０例

（４９．７％，８０／１６１），脾切除术组为３６例（５２．９％，３６／６８），脾

动脉结扎术组为４例（１９．１％，４／２１）。联合脾切除＋贲门周

围血管离断组和联合脾切除组术后腹水发生率两者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但高于脾动脉结扎组（Ｐ＜０．０１）。术后白

细胞和血小板数量：全部病例术后白细胞在１～２周内均达

正常范围，但脾动脉结扎组术后２周内血小板峰值平均为

（１１５．０±５８．２）×１０９／Ｌ，低于脾切除组（３４５．０±１４８．３）×

１０９／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２．３　脾切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组术后有无腹水患者临床

资料比较　脾切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组和脾切除组患者

临床资料比较，两组患者平均年龄、肿瘤大小、脾脏大小及术

前肝功能［前白蛋白（ＰＡ）、白蛋白（Ａｌｂ）、总胆红素（ＴＢ）、丙

氨酸转氨酶（ＡＬＴ）］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两组患

者肝功能ＰＡ、Ａｌｂ、ＴＢ及 ＡＬ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脾

切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组患者术后出现中、重度腹水共２０
例，与无腹水者共５２例比较，两者在平均年龄、脾脏大小及

术前肝功能Ａｌｂ、ＴＢ、ＡＬＴ、术中肝门阻断时间等方面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但术后有腹水患者较无腹水者肿瘤平均直径

大，术前ＰＡ值［（１２０±１９）ｍｇ／Ｌ］低于无腹水者［（１７２±３４）

ｍｇ／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术后两者肝功能

ＴＢ、Ａｌｂ及ＡＬＴ无明显差异，而有腹水者 ＰＡ ［（５９±１５）

ｍｇ／Ｌ］也低于无腹水者［（７９±２１）ｍｇ／Ｌ］，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结果表明术前ＰＡ低的４８例患者，如肿瘤

大、术中肝门阻断时间长，则对肝脏的损害重，术后容易出现

腹水。

２．４　脾切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组不同肿瘤大小患者临

床资料比较　比较本组术中均采用第一肝门阻断的４８例患

者，其中肿瘤＞５ｃｍ者为一组，共１１例，肿瘤≤５ｃｍ为另外

一组，共３７例。结果（表１）表明：肿瘤直径＞５ｃｍ者手术难

度高、对肝功能的损害大、术后中重度腹水的发生率高，同时

也提示对此类患者行肝切除联合脾切除及贲门周围血管离

断术应非常慎重。

３　讨　论

　　Ｈａｎａｚａｋｉ等［１０］发现，对肝癌合并门静脉高压症的患者

同期联合手术有导致门静脉血栓引起患者肝功能衰竭而死

亡的危险，分期手术势必会延长肿瘤生长时间，出现因肿瘤

继续生长或转移，而错过手术治疗机会的可能，且术中难免

会对肝脏和肿瘤进行挤压刺激，增加肿瘤扩散和转移的机

会。因此，也有人尝试先行肝癌病灶切除术后反复注射硬化

剂治疗食管静脉曲张［１１］。Ｓｕｇａｗａｒａ等［８］报道４８例分别同

期联合手术和分阶段手术，结果两组患者均恢复顺利，术后

病死率及并发症发生率无显著差异。本组１６１例患者肝切

除同期联合ＰＨＴ手术，全组仅１例术后２周死于肝功能衰

竭、肝昏迷，其余患者均康复出院。总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５５．３％，与文献［１２］报道基本类似，与本院以往的肝癌单纯肝

切除手术治疗者比较，虽然总体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明显增

高，但术后病死率并无明显区别［１］。因此，我们认为，尽管

ＨＣＣ合并ＰＨＴ患者肝切除同期联合脾切除和（或）贲门周

围血管离断术增加了手术的创伤和手术风险，但仍然是安全

可行的，并无严重并发症。国内外也有肝癌切除同期联合脾

切除和（或）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治疗 ＨＣＣ合并ＰＨＴ的报

道，均认为在正确选择患者的前提下，可取得较满意的疗

效［１３１４］。

表１　脾切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组

不同肿瘤大小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指标
肿瘤直径
≤５ｃｍ
（ｎ＝３７）

肿瘤直径
＞５ｃｍ
（ｎ＝１１）

年龄（岁） ４８．３±９．９ ４３．６±１２．９
肿瘤大小ｄ／ｃｍ ３．２±１．２ ８．７±１．９

术前

　前白蛋白ρＢ／（ｍｇ·Ｌ－１） １６．１±３．８ １４．０±３．５

　总胆红素ｃＢ／（μｍｏｌ·Ｌ－１） １９．６±５．８ ２１．１±７．３

　白蛋白ρＢ／（ｇ·Ｌ－１） ３８．５±４．６ ３８．７±４．１

　丙氨酸转氨酶ｚＢ／（μ·Ｌ－１） ５３．７±２８．５ ５２．８±１９．３
术中肝门阻断时间ｔ／ｍｉｎ １２．７±５．６ １７．１±７．８

术中出血量Ｖ／ｍｌ ４００ １５００

术后中重度腹水 ２４．３（９／３７） ４５．５（５／１１）

　发生率［％（ｎ／Ｎ）］
术后

　前白蛋白ρＢ／（ｍｇ·Ｌ－１） ７．８±２．０ ５．６±１．４

　总胆红素ｃＢ／（μｍｏｌ·Ｌ－１） ３２．５±１５．８ ４５．０±１９．４

　白蛋白ρＢ／（ｇ·Ｌ－１） ３２．８±３．３ ３３．３±２．８

　丙氨酸转氨酶ｚＢ／（μ·Ｌ－１） ６０３．２±２１１．９ １１４７．５±３１７．６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肿瘤直径≤５ｃｍ组比较

　　如何正确地选择手术患者，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患者肝功能的正确评价。肝功能是 ＨＣＣ各种治疗措

施的基础，Ｃｈｉｌｄ分级仍是目前临床上最为常用的肝功能评

估方法。一般认为，肝功能ＣｈｉｌｄＡ、Ｂ级可以耐受手术治

疗，ＣｈｉｌｄＣ则只能采取非手术治疗手段。目前其他评价肝

功能的方法，如吲哚氰绿（ＩＣＧ）排泄实验、利多卡因试验等，

都有其局限性［１５］。Ｓｕｇａｗａｒａ等［８］报道分阶段手术者肝切除

手术前ＩＣＧ明显高于同期联合手术者，但两者术后恢复并无

显著差异。我们以往的研究结果发现ＰＡ能较好地反映肝

功能的损害及肝功能的储备［１６］。在本组患者中，肝切除联

合脾切除或脾切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后出现中重度腹

水者较无腹水者肿瘤平均直径大、术中出血量多、肝门阻断

时间长，尤其是术前ＰＡ值低于无腹水者，而有腹水者术后

ＰＡ也低于无腹水者。由此提示我们如术前ＰＡ低、肿瘤大，

估计术中肝门阻断时间长、出血量相对比较大的患者，术后

容易出现肝功能不全和腹水，术前ＰＡ值可能是评价患者肝

功能损害程度及判断手术风险的一个有价值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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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选择患者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评估肝癌手术切除的

难易程度。Ｓｕｇａｗａｒａ等［８］报道一组同期脾切除联合肝切除

治疗此类患者，肿瘤直径为（２．９±０．３）ｃｍ，且肿瘤大都位于

肝脏表面，肝切除手术比较容易。本组患者中肿瘤直径≤５

ｃｍ者１２２例，占７５．８％。这可能也是本组病例取得良好治

疗效果和病死率低的重要因素之一。不管是肝切除联合脾

切除或脾切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肿瘤直径＞５ｃｍ者，

其肝门阻断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术后腹水的发生率等均明显

高于肿瘤直径≤５ｃｍ的患者（Ｐ＜０．０５），且术后肝功能ＡＬＴ
及ＴＢ也明显高于肿瘤≤５ｃｍ的患者（Ｐ＜０．０５）。结果提示

肿瘤直径＞５ｃｍ者手术难度高、对肝功能的损害大、术后肝

功能不全及腹水的发生率高，同时也提示我们对此类患者行

肝切除联合ＰＨＴ手术应慎重。

　　ＨＣＣ合并ＰＨＴ的患者往往肝硬化程度比较重，为预防

术后并发症，在肝切除方面应尽可能采用不规则的局部肝切

除为主。对合并肝硬化的肝癌局部切除不仅可提高切除率，

降低手术病死率，且可取得与规则性肝切除相仿远期疗

效［１７１８］。针对ＰＨＴ如何合理选择手术方式，也是目前争论

较多且尚无统一结论的问题。对 ＨＣＣ合并ＰＨＴ的患者而

言，单成祥等［１９］认为 ＨＣＣ合并食管静脉曲张断流手术比联

合选择性分流或不处理门静脉高压效果好。就改善脾功能

亢进而言，我们主张同期联合手术中行脾切除，而单纯的脾

动脉结扎效果欠佳且不持久。Ｈａｎａｚａｋｉ等［１０］报道对肝癌合

并门静脉高压症的患者同期联合手术有导致门静脉血栓引

起患者肝功能衰竭而死亡的危险，本组患者术后无一例出现

门静脉血栓，可能与我们对术后血小板＞５００×１０９／Ｌ者，常

规口服抗凝药物预防血栓形成有关。食管和（或）胃底静脉

中重度曲张的患者脾切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后１年内

消化道出血发生率明显低于单纯脾切除和脾动脉结扎

者［２０２１］。本组资料结果显示有中重度食管和（或）胃底曲张

者肝切除联合脾切除或脾切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术前

临床资料及术后腹水发生率、术后肝功能ＰＡ、ＡＬＴ、Ａｌｂ及

ＴＢ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此，对ＨＣＣ合并ＰＨＴ的患者，

尤其是有中重度食管和（或）胃底静脉曲张者，同期联合脾切

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应为首选术式。对于贲门周围血

管离断，不应因肝癌患者而简化操作，血管离断应达食管下

段７～９ｃｍ，确保离断高位食管支［２２］。

　　总之，尽管 ＨＣＣ合并ＰＨＴ患者病情复杂，但通过合理

选择患者，同期联合肝切除及门静脉高压症手术是可行的。

虽然同期联合手术较单纯肝切除术后总体并发症发生率增

高，但并无严重并发症。我们认为肝功能为 ＣｈｉｌｄＡ 或 Ｂ
级、肿瘤直径≤５ｃｍ且容易切除者，术后多恢复顺利；而肿

瘤直径＞５ｃｍ，尤其是术前ＰＡ低者，同期联合手术应非常

谨慎。肝癌应以局部肝切除为主，联合手术以脾切除＋贲门

周围血管离断术为首选。

［参 考 文 献］

［１］　吴孟超，陈　汉，沈　锋．原发性肝癌的外科治疗———附５５２４
例报告［Ｊ］．中华外科杂志，２００１，３９：２５２８．

［２］　蔡建强，胡敬群，毕新宇，赵建军，车　旭，解世亮，等．肝脾联合
切除术治疗肝癌合并肝硬化脾功能亢进的远期疗效［Ｊ］．中华

医学杂志，２００４，８４：６８．
［３］　ＨｓｕＣ，ＣｈｅｎｇＪＣ，ＣｈｅｎｇＡＬ．Ｒｅｃｅｎ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ｎｏｎ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ＪＦｏｒｍｏｓ
ＭｅｄＡｓｓｏｃ，２００４，１０３：４８３４９５．

［４］　ＣｈｅｎＣＨ，ＳｈｅｕＪＣ，ＨｕａｎｇＧＴ，ＬｅｅＨＳ，ＹａｎｇＰＭ，ＷｏｎｇＪＭ，

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ｗｉｔｈ
ｖａｒｉｃｅａｌ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Ｊ］．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Ｈｅｐａｔｏｌ，１９９８，１３：１７０１７４．

［５］　周信达，孙婧景．门静脉高压与肝癌［Ｊ］．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１９９７，１７：４６２４６４．
［６］　李晓军，梁力建．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高压症的手术选择

［Ｊ］．中华肝胆外科杂志，２００４，１０：６６０６６１．
［７］　ＣｈｅｎＸＰ，ＷｕＺＤ，ＨｕａｎｇＺＹ，ＱｉｕＦＺ．Ｕｓｅｏｆｈｅｐａｔｅｃｔｏｍｙ

ａｎｄｓｐｌｅｎｅｃｔｏｍｙｔｏｔｒｅａｔ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ｗｉｔｈｃｉｒｒｈｏｔ
ｉｃｈｙｐｅｒｓｐｌｅｎｉｓｍ［Ｊ］．ＢｒＪＳｕｒｇ，２００５，９２：３３４３３９．

［８］　ＳｕｇａｗａｒａＹ，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Ｊ，ＳｈｉｍａｄａＫ，ＹａｍａｓａｋｉＳ，ＫｏｓｕｇｅＴ，

ＴａｋａｙａｍａＴ，ｅｔａｌ．Ｓｐｌｅｎｅｃｔｏｍ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ｈｙｐｅｒｓｐｌｅｎｉｓｍ［Ｊ］．ＪＡｍＣｏｌｌＳｕｒｇ，２０００，１９０：

４４６４５０．
［９］　ＩｓｈｉｚａｗａＴ，ＨａｓｅｇａｗａＫ，ＡｏｋｉＴ，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Ｍ，ＩｎｏｕｅＹ，Ｓａｎｏ

Ｋ，ｅｔａｌ．Ｎｅｉｔｈｅｒ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ｔｕｍｏｒｓｎｏｒｐｏｒｔａ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ｒｅ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Ｇａｓ
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１３４：１９０８１９１６．

［１０］ＨａｎａｚａｋｉＫ，ＫａｊｉｋａｗａＳ，Ａｄａｃｈｉ Ｗ，ＡｍａｎｏＪ．Ｐｏｒｔａｌｖｅｉｎ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ｍａｙｂｅａｆａｔａｌ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ｓｐｌｅ
ｎｅｃｔｏｍ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ｈｙｐｅｒ
ｓｐｌｅｎｉｓｍ［Ｊ］．ＪＡｍＣｏｌｌＳｕｒｇ，２０００，１９１：３４１３４２．

［１１］ＨｉｇａｓｈｉＨ，ＭａｔｓｕｍａｔａＴ，ＵｔｓｕｎｏｍｉｙａＴ，ＫｏｙａｎａｇｉＮ，Ｈａｓｈｉ
ｚｕｍｅＭ，ＳｕｇｉｍａｃｈｉＫ．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ａｒｌｙ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
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ｃｏｎｃｏｍｉｔａｎｔ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ｖａｒｉｃｅｓ［Ｊ］．ＷｏｒｌｄＪ
Ｓｕｒｇ，１９９３，１７：３９８４０２．

［１２］于海文，徐　健，徐亚玲，吴泰璜．肝癌合并门静脉高压症２６例
联合手术治疗体会［Ｊ］．肝胆外科杂志，２００３，１１：９５９７．

［１３］ＷａｎｇＱ，ＳｕｎＫ，ＬｉＸＨ，ＰｅｎｇＢＧ，ＬｉａｎｇＬＪ．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ｆｏｒ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ｈｙｐｅｒｓｐｌｅｎｉｓｍ
［Ｊ］．Ｈｅｐａｔｏｂｉｌｉａｒｙ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ＤｉｓＩｎｔ，２００６，５：３９６４００．

［１４］单成祥，杨　宁，杨广顺．联合手术治疗原发性肝癌伴严重门静脉
高压症的手术安全性［Ｊ］．肝胆胰外科杂志，２００９，２１：２６０２６２．

［１５］晏建军，严以群．前白蛋白与肝功能损害及肝脏储备功能的评
价［Ｊ］．肝胆外科杂志，２００４，１２：２３４２３７．

［１６］晏建军，严以群，黄　亮，周飞国，吴孟超．原发性肝癌围手术期
血清前白蛋白检测的临床价值［Ｊ］．第二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０３，

２４：３９６３９８．
ＹａｎＪＪ，ＹａｎＹＱ，ＨｕａｎｇＬ，ＺｈｏｕＦＧ，ＷｕＭＣ．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ａｌｂｕｍｉ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ｒｉｍａｒｙｌｉｖｅｒ
ｃａｎｃｅｒ［Ｊ］．ＡｃａｄＪＳｅｃＭｉｌＭｅｄＵｎｉｖ，２００３，２４：３９６３９８．

［１７］陈　汉，吴孟超，罗祥基．原发性肝癌综合治疗的某些观念转变
［Ｊ］．中华肝胆外科杂志，２００２，８：３８７３８９．

［１８］ＩｋａｉＩ，ＡｒｉｉＳ，ＯｋａｚａｋｉＭ，ＯｋｉｔａＫ，ＯｍａｔａＭ，ＫｏｊｉｒｏＭ，ｅｔ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１７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
Ｌｉｖ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Ｊａｐａｎ［Ｊ］．ＨｅｐａｔｏｌＲｅｓ，２００７，３７：６７６６９１．

［１９］单成祥，杨　宁，杨广顺．同期联合手术治疗原发性肝癌伴严重门
静脉高压症疗效评价［Ｊ］．中国实用外科杂志，２００９，２９：４０９４１２．

［２０］杨　威，王国俊，丁思勤，刘青光，潘承恩．肝癌伴门静脉高压症的
外科处理２８例报告［Ｊ］．中华普通外科杂志，２００２，１７：２００２０１．

［２１］汪　谦，彭　慧，黄洁夫．门静脉高压病理脾切除疗效分析与远
期随访［Ｊ］．中华肝胆外科杂志，２０００，６：３４１３４３．

［２２］ＯｒｏｚｃｏＨ，ＭｅｒｃａｄｏＭＡ．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ｒｔａ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ｓｕｒｇｅｒｙ：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１０００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５０Ｙｅａｒ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Ｊ］．ＡｒｃｈＳｕｒｇ，２０００，１３５：１３８９１３９３．

［本文编辑］　贾泽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