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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内
(T

进行性加重#并伴随左房室瓣反流的发生及加重#在

第
&"

个月#患者突然死亡&

表
E

!

PL%

患者住院期间
%#

进展情况

,

反流的严重程度
S@(

封堵术前
S@(

封堵术后

无
#$ "

微量
F $

少量
# #C

中量
" !

大量
" "

!!

S@(

!动脉导管未闭(

(T

!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E

!

讨
!

论

(T

是在
S@(

封堵或修补手术过程中发生的

一种易被忽视的并发症#且更易出现在成人&现在

尚没有研究评估
(T

在
S@(

封堵术后的成年患者

的发生及转归&因此#本研究随访第二军医大学长

海医院行经皮
S@(

封堵术后
!$

例新出现
(T

或

(T

程度较前加重的成人患者进行危险因素及预后

的分析#发现尽管
S@(

封堵术后的
(T

发生率高

$

!%>'Pb

%#但大多数预后良好#而对于一些特殊情

况的患者仍需谨慎处理&

目前
S@(

封堵术后发生
(T

的具体机制尚不

明确&

X*

D

.)y

等)

P

*在婴幼儿的研究中发现
(T

的发生

与年龄'

S@(

大小"体质量比相关&本研究中#新出

现
(T

或
(T

程度较前加重患者的
-S(S

'

S@(

大

小'

R=M@@

和手术前轻度
(T

的发生率均高于未发

生
(T

的患者$

-

#

">"%

%&

R0

N

.<8.)

回归模型中#

-S(S

'

R=M@@

和
S@(

直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

S@(

直径和
-S(S

有交互作用#因为大的非限制性

S@(

的成年人通常更易患肺动脉高压#因此#认为

R=M@@

和
S@(

直径是
(T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首先#

S@(

成年患者通常有程度不一的肺动脉

高压#而肺动脉高压是否可逆是重要的预后相关因

素&在
S@(

导致的肺动脉高压患者进行
S@(

封堵

后#血管床可能无法负担骤然增加的原先分流到肺

血管的血流量)

CEF

*

#导致急性容量负荷超载)

#"

*

&后

者连同周围血管阻力上升#这可能是获得性主动脉

瓣反流的一个原因&而较大的
S@(

更容易由于血

流动力学变化发生急性量超载&其机制可能与急性

高血压引起的
(T

相似)

'

*

&其次#本研究表明#

R=M@@

大的患者更易在术后发生
(T

&与儿童不

同#成人患者长期经由
S@(

左向右分流造成了心血

管功能和结构的改变#且有一些是不可逆的&

/,03

N

等)

##

*推测由
S@(

引起的左心室重构可能导致左心

室心肌结构性化和不可逆转的心肌收缩力的下降&

有研究报道#

S@(

封堵术后左心室的功能立即恶

化)

#!E#&

*

&更重要的是#

[*4*4

等)

#&

*表明#大的
S@(

引起的增大的左心室本来就已经肌纤维延长#在此

基础上封堵术后左心室容量负荷的突然增加将使心

肌延展性进一步下降#收缩能力迅速降低&提示主

动脉瓣反流可能是左心室扩大后导致相对关闭不全

的结果&此外#容量负荷的超载和外周血管阻力的

增加在
S@(

患者并不是
(T

发生的全部因素&本

研究中#残余分流的存在并没有因为缓解超负荷减

少而降低
(T

的发病率&相关研究认为#主动脉根

部的结构改变可能是经皮孔型房间隔缺损封堵术后

患者发生
(T

的潜在机制#那么主动脉根部的结构

改变可能也是经皮
S@(

封堵术后
(T

发生的一个

潜在原因)

#P

*

&

本研究随访的
!$

例新出现
(T

或
(T

程度较

前加重患者中#

#F

例$

'&>"Cb

%在术后第
#

年内主

动脉瓣功能恢复正常&这可能是随着
S@(

的闭合#

心脏未发生不可逆结构改变的患者左心室功能得到

了改善所致&且有研究表明#较大
S@(

封堵术后
$

个月到
#

年可观察到心脏的缩小和肺血流量的降

低)

#%

*

&随访期间#有
P

例患者的主动脉瓣反流未恢

复#提示
(T

可能是不可逆转的&

!

例在随访期间

一直保持少量主动脉瓣反流&

#

例患者
(T

从术前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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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

丁雪燕#等
>

成人经皮动脉导管未闭封堵术后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的临床分析

的少量反流术后恶化到中量反流#该患者
S@(

直径

为
#$--

#

P$

岁接受封堵术时伴有肺动脉高压

$

-S(S

为
P%--Q

N

%#其心功能$

?ZQ(

分级%至

随访期结束时从术前的
!

级下降到
&

级&另
#

例患

者在术后
&"

个月时死于
(T

导致的心功能恶化&

该患者是有轻度左房室瓣反流伴肺动脉高压

$

-S(S

为
%C--Q

N

%的
&%

岁女性#

S@(

直径为
#F

--

#术后主动脉瓣少量反流#随后主动脉瓣反流及

左房室瓣反流进行性增加#射血分数和心功能

$

?ZQ(

分级%下降#术后
&"

个月时猝死&

S@(

直

径越大#血流负荷改变带来的影响就越大#而对于左

室收缩功能已经发生不可逆变化的患者#其
(T

也

是不可逆转的#并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

[*4*4

等)

#&

*报道#在较大的
S@(

封堵术成功后左室功能

容易迅速恶化&我们也注意到#术后有运动耐量降

低症状的患者左室功能显著恶化&因此#

S@(

封堵

术应在射血分数显著下降前进行#同时对于合适的

患者考虑使用可以减少后负荷的药物)

##

*

&

综上所述#

S@(

封堵术后的
(T

发生率高#但大

多数转归良好&

R=M@@

和
S@(

大小是成人经皮

S@(

封堵术后发生
(T

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较迟

进行治疗的大
S@(

伴肺动脉高压患者#应予以更长

时间的随访以及及时的药物或其他方式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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