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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套叠是指某段肠管及其相应的肠系膜套入邻近

肠腔内引起的肠梗阻#是小儿最常见急腹症之一#小肠

型肠套叠是急性肠套叠的一种特殊类型#为小肠套入

小肠#仅占
!Z

"

&Z

*

#

+

#其诊断困难#误诊率高&误诊

后可引起肠坏死'肠穿孔等严重并发症#处理较棘

手*

!G&

+

&

!"##

年
#

月
"

!"#C

年
'

月#我院尝试采用腹腔

镜辅助诊断治疗疑似小肠型肠套叠患儿#取得初步疗

效#现报告如下#供同行参考&

C

!

资料和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C

年
'

月我科收治

疑似小肠型肠套叠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个月
"

E

岁#平均$

C=$c!='

%岁#病程
C

"

!'M

#平均

$

#$='c$=$

%

M

&阵发性腹痛或哭闹不安
#"

例#血便
F

例#中腹部可触及条索状包块
'

例#呕吐
##

例#其中
&

例仅有呕吐而无其他症状&术前腹部彩超提示-同心

圆.或-靶环.声像图
##

例#诊断性空气灌肠提示小肠

型肠套叠
E

例#有
C

例反复行诊断性空气灌肠未显示

肠套叠#但患儿阵发性腹痛症状不能缓解#再次行腹部

JN

检查仍提示肠套叠&

#=!

!

方
!

法
!

患儿取仰卧位#采用气管插管全麻下行

腹腔镜手术&上'下脐轮分别切开
$=$--

切口#建立

JA

!

气腹$压力
E

"

#!--Q

L

#

#--Q

L

d"=#&&_D*

%#

置入套管及腹腔镜'操作钳&先行腹腔探查#找到回盲

部后#即排除回盲型肠套叠#探查结肠无异常后#沿小

肠向近端探查#寻找小肠套叠肠管部位$图
#(

%#找到

后大致判断其类型及严重程度&于右下腹作
$=$--

切口并置入套管及操作钳#先在腹腔镜下试行肠套叠复

位#如发现复位困难#高度怀疑器质性病变引起的肠套

叠#沿脐轮弧形扩大套管切口至
!

"

&)-

后将套叠肠管

提出腹腔外$图
#]

%#常规行肠套叠手法复位或病变肠

管切除肠吻合术&

D

!

结
!

果

!=#

!

诊疗结果
!

#$

例患儿中
#C

例经腹腔镜确诊为小

肠型肠套叠#即刻行手术治疗#手术时间
&$

"

E!-.3

#

平均$

C!=$Ec#'='F

%

-.3

(术后胃肠道功能恢复良好#

%+

治愈出院(随访
#

"

'

个月#无并发症&

#

例患儿术

中证实不是肠套叠#而是蛔虫性肠梗阻#中转开腹#术

后恢复良好#无并发症&

!=!

!

病因分析
!

#C

例小肠型肠套叠患儿术中证实有

##

例$

%E=$%Z

%为器质性病变引起的继发性小肠型肠

套叠$

%

例美克尔憩室'

&

例
D,18SG/,

L

M,2

综合征'

#

例

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

&

例为原发性小肠型肠套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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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

!

腹腔镜下诊疗肠套叠

(

!腹腔镜下找到肠套叠(

]

!将套叠肠管提出腹腔外

E

!

讨
!

论

肠套叠是小儿外科常见急腹症#好发于
$

岁以内

的患儿*

!G&

+

&目前病因尚未明确#常分为原发性和继发

性(根据病理分为小肠型'回盲型'回结型'结肠型'复

杂型及多发型&阵发性哭闹或腹痛'呕吐'腹部包块'

便血是小儿肠套叠的
C

个主要症状&但临床有约

#"Z

"

#$Z

病例#来院就诊时缺乏肠套叠典型表现*

C

+

&

!!

小肠型肠套叠发病概率小#与其他类型肠套叠有

所区别&$

#

%病因!相当一部分为继发性肠套叠#原因

多为憩室'息肉'肿瘤'腹部紫癜'嗜酸性肉芽肿等&本

研究中
##

例为器质性病变引起的小肠型肠套叠#包括

美克尔憩室
%

例'

D,18SG/,

L

M,2

综合征
&

例'炎性肌纤

维母细胞瘤
#

例#占总数的
%E=$%Z

&$

!

%临床症状!往

往不典型&呕吐是一种常见反射性作用#不是肠套叠

诊断的特异依据(其次血便不是每个患儿都出现#可能

因有的病程短'小肠型肠套叠套头部位较高#延迟了血

便时间#就诊时行直肠指检未能见血便(临床体检不易

触诊到腹部包块#除常见的患儿为肥胖儿'腹部胀气'

腹肌紧张及小儿阵发性哭吵不合作等原因外#更主要

为小肠型肠套叠套头部位相对于回盲型肠套叠的位置

不固定#包块体积小#包块活动范围大#医生习惯在右

侧腹或上腹部常规触诊等原因&$

&

%辅助检查!

]

超有

时未能显示典型-同心圆.或-靶环.声像图&其原因可

能为小肠型肠套叠多发生在脐周#而
]

超室医生习惯

在右侧腹或上腹部探查肠套叠声像导致无法探查到典

型声像图#或有些小肠型肠套叠的套叠肠管上存在器

质性病变#可以混淆其典型肠套叠声像图&这种情况

建议行腹部
JN

检查辅助诊断&$

C

%诊断!空气灌肠不

能完全确诊每例肠套叠&有些小肠型肠套叠其套叠肠

管远离回盲部#位置较高#其诊断性空气灌肠显示小肠

已经进气#但未能到达套叠部位#所以提示未见肠套

叠#但术后患儿阵发性腹痛依然不能缓解&本组中
C

例患儿反复空气灌肠未见肠套叠#再次复查腹部彩超

及腹部
JN

均提示肠套叠#术后证实为小肠型肠套叠&

$

$

%鉴别诊断!蛔虫病'粪石等其他疾病引起的阵发性

腹痛#需与小肠型肠套叠鉴别&本组中有
#

例怀疑小

肠型肠套叠术中证实为蛔虫性肠梗阻&$

'

%治疗!诊治

性空气灌肠是肠套叠的首选诊治方法#但对于小肠型

肠套叠是禁忌证#主要原因是空气灌肠复位成功率小#

并且引起穿孔可能性大&小肠型肠套叠其套叠肠管远

离回盲部#位置较高致空气不能到达套叠部位(即使空

气压力能达到套头部位#但由于套入肠管与鞘部直径

相差不大#套叠牢固#张力高#肠管水肿严重且肠壁较

结肠薄#加上小肠型肠套叠多存在器质性病变#如加大

空气压力或反复灌肠往往容易引起肠穿孔#一般确诊

的小肠型肠套叠建议立即手术治疗&

怀疑为小肠型肠套叠或继发性肠套叠患儿#需积

极手术治疗&传统剖腹探查手术腹部切口长'创伤大'

出血多'手术时间长#腹腔内干扰多#术后因创伤'疼痛

等因素#卧床时间长'术后恢复慢'胃肠道恢复时间及

平均住院时间长#术后切口感染'肠粘连肠梗阻的发生

机会增加&随着腹腔镜技术的开展和推广#临床上以

腹腔镜代替传统的治疗手段应用于肠套叠病例越来越

多#并以其显著的优点得到肯定*

$G%

+

&腹腔镜手术避免

了开腹探查的盲目性#具有创伤小'手术时间短'术后

恢复快'并发症少等优势*

E

+

&

腹腔镜在小肠型肠套叠手术探查中可以起到诊断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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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脐腹腔镜辅助诊疗小儿小肠型肠套叠

与鉴别诊断的作用#能排除肠痉挛'蛔虫病'肠炎'过敏

性紫癜或粪石性肠梗阻等疾病#即使为阴性探查#对患

儿的创伤也小#并且基本不影响腹部皮肤的美观&本

组中有
#

例经腹腔镜探查证实不是肠套叠#而是蛔虫

性肠梗阻#中转开腹#效果良好&但是如误诊或漏诊#

可引起肠坏死'肠穿孔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

如怀疑为小肠型肠套叠#需积极手术治疗&如确诊为

小肠型肠套叠#可先在腹腔镜下试行复位(如复位不成

功#考虑器质性病变时#无需-扩大切口.行剖腹手法复

位术#只需沿脐轮弧形扩大套管切口至
!

"

&)-

后将

套叠肠管提出腹腔外行手法整复或病变肠管切除肠吻

合术&本组
#C

例腹腔镜辅助手术治疗小肠型肠套叠#

手术效果好#术后无并发症&

腹腔镜诊断治疗小肠型肠套叠的禁忌证包括!全

身情况显著不良#严重脱水#精神萎靡#高热或休克等

症状(高度腹胀#腹部压痛反跳痛#疑有腹膜炎(年龄较

小的婴儿#不能耐受腹腔镜手术&均须在积极补液#胃

肠减压#纠正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后#立即准备剖腹

探查&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提示腹腔镜辅助诊断治疗

小肠型肠套叠安全可靠#值得推广#但相关结论仍有待

进一步大样本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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