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院时间 ) d" 周& 新鲜骨折者伤后至手术时间为 " d( @&
>?@3手术方法3采取硬外麻%均为侧卧位%外侧切口入路 "(
例%后外侧切口入路 &" 例%切口长约 % d* <.%分别切开前’
后关节囊%按要求保留股骨矩 &B# d&B( <.截骨%再取出断
裂的股骨头和股骨颈残端%处理股骨远端骨髓腔%根据股骨
头实际大小选取假体形号%全部采用双极人工股骨头%股骨
柄假体均为骨水泥型& 手术持续时间为 ’( d*# .04%平均 %#
.04& 术中出血 &(# d)(# .1%无输血病例& 术后 " dD @即离
床功能锻炼&

@3结果

’* 例切口全部(期愈合%治愈出院& 术后无并发感染%
无关节脱位’假体松动’下沉及股骨干骨折%无深静脉血栓形
成%均获随访 ) d% 年%平均 ’B( 年& 按 Q/OO0K标准评分!优
’’ 例%良 ) 例%中 ) 例%差 # 例%优良率 $(B*"G&

A3讨论

A?>3股骨颈是老年人骨质疏松的好发部位%且女性居多%尤
其高龄老人协调性’反应性差%轻微外伤致股骨颈骨折的发
病率高%且体弱多病%应激能力’免疫力低下%常合并有不同
程度的内科疾病和脏器功能障碍%股骨颈骨折后被迫长期卧
床休息%传统的牵引或内固定治疗时间也长%易致全身机能
下降%出现肢体肌肉萎缩’肌力减退%康复水平和生活质量大
幅降低%容易出现坠积性肺炎’褥疮’泌尿系感染等并发症及
加重原有的并存症%甚至危及生命%患者病情重%护理难度
大& 股骨头血运差%老年人股骨颈骨折的不愈合率高%股骨
头坏死率也高%内固定材料易松脱%从而使再手术率高&
A?@3老年创伤治疗中减少并发症’降低死亡率是一个基本
原则)&* %尽快促进病人的康复%减少并发症的出现及阻止并
存症的加重是目前治疗这类病人的关键& 行双极人工股骨

头置换术治疗高龄股骨颈骨折能满足上述要求%避免出现骨
不愈合及股骨头坏死%术后功能恢复快且稳定%同时能尽量
缩短手术时间’减少麻醉和手术创伤对病人机体的影响))* %
以利于早期离床活动及早日康复%减少护理难度& 高龄患者
大多预期生存期在 ( d&# 年以内%单纯人工股骨头置换术是
一种安全’有效’恰当的选择)"* & 所以无需强求行全髋关节
置换术%手术不需清理髋臼周围关节盂唇和打磨髋臼%节省
时间%减少创伤%而双极人工股骨头具有双动持性%高龄患者
活动量明显减少%假体对髋臼的磨损也随之减少%延长了假
体的使用时限%使用骨水泥能使患者即时获得一个无痛可负
重且稳定的髋关节%故手术时间短’创伤小%操作简单安全可
靠’出血也少%并能早期功能锻炼%患者及家属易于接受%且
疗效满意率达 $*B%G)’* & 本组病例于术后 " dD @即离床功
能锻炼%术后无并发感染%无关节脱位’假体松动’下沉及股
骨干骨折%无深静脉血栓形成%效果良好%优良率 $(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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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主动脉瓣环患者应用 ILR;IY瓣置换 )# 例效果分析

陈卫民!!王!奇!!刘!媛

作者单位! (’(##(!广西%柳州市工人医院心胸外科

作者简介! 陈卫民"&$%% +#%男%大学本科%医学学士%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心胸外科临床工作& ,-./01!/O10##&9&)%;<7.

!!"摘要#!目的!观察小主动脉瓣环患者置入ILR;IY瓣是否存在置入瓣膜与患者不匹配"YO7K:3AK0K-Y/-

:0A4:X0K./:<3%YYX#现象& 方法!选择 )##*-#& d)#&#-#" 间 )# 例主动脉瓣环径%)# ..行 ILR;IY瓣置换

患者"小瓣环组#及 )# 例非小主动脉瓣环行常规机械瓣置换患者"正常瓣环组#%用彩色多普勒超声仪对患者

左心功能进行术前’术后监测%比较其术前’术后左心功能指标的变化%比较术前术后主动脉瓣跨瓣峰值压差’

主动脉,cI指数%观察有无发生机械瓣与体表面积不相匹配现象"YYX#& 结果!小瓣环组术后左室重量指

数’主动脉跨瓣峰值压差’左室后壁厚度较术前显著降低"=i#B#&#$左心室射血分数’主动脉瓣,cI指数显

著增高"=i#B#&#& 两组术后比较仅主动脉跨瓣峰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i#B#&#%其余各项指标比较差异

+(")&+!!中国临床新医学!)#&# 年!&) 月!第 " 卷!第 &) 期



均无统计学意义"=j#B#(#& 结论!小主动脉瓣环患者置换ILR;IY瓣后无置入瓣膜与患者不匹配现象%左
心功能指标接近或达到正常瓣环瓣膜置换者&
!!"关键词#!小主动脉瓣环$!瓣膜置换$!效果分析
!!"中图分类号#!H%(’B)!"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D’ +"*#%$)#&#%&) +&)"( +#"
!!@70&&#;"$%$FJ;0KK4;&%D’ +"*#%;)#&#;&);")

J--#0)&/&$<.%.+-!LQX!F6&$6#"#2$&0#(#/)%/@W 2&)%#/).=%)*.(&$$&+")%0"++)3A"D$B0>+7>*%B#$%P>%
HF(J&-*3405-6170*1’8A-6M>’1<’6-/>/O&6:06;%H>&S<’& B’6I06(9"’95>1-2%%&-*:?>(’(##(% A<>*-
!!)!’.)"&0)*!4’5#0)%6#!L7K:6@?T3A:3AONO7K:3AK0K-N/:0A4:.0K./:<3 "YYX# T761@ A80K:04 N/:0A4:KT0:3
K./11/7O:0<O77::OA/:A@ T0:3 ILR;IYOAN1/<A.A4:;7#)*+,.!LTA4:?N/:0A4:KT0:3 K./11/7O:0<O77:" i)# ..04
@0/.A:AO# OA<A0M045ILR;IYM/1MAOAN1/<A.A4:"A8NAO0.A4:/15O76N# /4@ )# N/:0A4:KT0:3 47O./1K02AO77:OA<A0M045
.A<3/40</1M/1MAKOAN1/<A.A4:"<74:O715O76N#TAOAKA1A<:A@;I117=:3A.TAOA/@.0::A@ =O7.e/46/O?)##* :7X/O<3
)#&# :776O37KN0:/1;f/O076K@/:/74 1A=:MA4:O0<61/O=64<:074 PA=7OA/4@ /=:AO7NAO/:074 TAOA7P:/04A@ P?<717O
W7NN1AO61:O/K764@ /4@ <7.N/OA@;8#.1$).!I=:AO7NAO/:074 04 A8NAO0.A4:/15O76N :3AOAT/K/K0540=0</4:OA@6<:074 04
1A=:MA4:O0<61/O./KK04@A8NOAKK6OA5O/@0A4:%NA/V NOAKK6OA5O/@0A4:K/<O7KK/7O:0<M/16A% /4@ 1A=:MA4:O0<61/ON7K:AO07O
T/11:30<V4AKK"/11=i#B#&#%/4@ /K0540=0</4:04<OA/KA04 1A=:MA4:O0<61/OAJA<:074 =O/<:074 /4@ ,cI04@A87=/7O:0<
M/1MA"/11=i#B#&#;I=:AO7NAO/:074 :3AOAT/K/K0540=0</4:@0==AOA4<A04 NA/V NOAKK6OA5O/@0A4:K/<O7KK/7O:0<M/1MA
"=i#B#&# /4@ 47K0540=0</4:@0==AOA4<A04 7:3AO04@A8AK"/11=j#B#(# PA:TAA4 :T75O76NK;:+/0$1.%+/!Y/:0A4:K
T0:3 /7O:0<O77::OA/:A@ T0:3 ILR;IYOAN1/<A.A4:3/MA47NO7K:3AK0K-N/:0A4:.0K./:<3;aA=:3A/O:=64<:074 7=ILR;IY
OAN1/<A.A4:0K<17KA:77O:3AK/.A/K:3/:7=47O./1.A<3/40</1M/1MAKOAN1/<A.A4:;
!!);#< =+",.*!R./11/7O:0<O77:$!f/1MAOAN1/<A.A4:$!,==A<:/4/1?K0K

!!小主动脉瓣环患者按照实际瓣环大小置入常规瓣膜%将
会发生置入瓣膜与患者不匹配现象)&* "YO7K:3AK0K-Y/:0A4:X0K-
./:<3%YYX#%以往对于小主动脉瓣环患者行主动脉瓣替换
时%通常需要在瓣膜替换手术的同时进行瓣环的扩大成形%
手术难度加大并增加了手术风险& 主动脉环上瓣的使用%可
以在原有瓣环上置入开口面积大 & d) 号的机械瓣%解决了
部分小主动脉瓣环患者术后并发 YYX问题%文献对刚使用
不久的ILR;IY瓣使用效果的有关报道不多%我们分析我科
)##*-#& d)#&#-#"间%)# 例主动脉瓣环径%)& ..患者置换
ILR;IY瓣术前’术后左心功能指标及瓣膜跨瓣压差等变化
情况%同时与 )# 例非小主动脉瓣环置换常规机械瓣患者相
应指标进行对比%探讨小主动脉瓣环患者置入 ILR;IY瓣是
否存在置入瓣膜与患者不匹配现象%报告如下&

>3资料与方法

>?>3一般资料3小瓣环组共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d%("’"B) C’BD#岁%体表面积 &B’D d&BD)"&B(& C#B’#
.)& 风湿性主动脉瓣狭窄 &) 例%先天性二瓣化主动脉瓣畸
形合并主动脉瓣狭窄 ( 例%主动脉瓣退行性变 " 例& &( 例单
纯行主动脉瓣置换术%( 例行主动脉瓣’二尖瓣双瓣置换术&
术前心功能">lQI#&级 ( 例%’级 &) 例%!级 " 例& 术中
实际测量主动脉瓣环 &* .." 例%&$ ..&) 例%)& ..( 例&
正常瓣环组 )# 例置换!)& ..常规机械瓣%男性 D 例%女性
&" 例%年龄"’)B" C(B)#岁%体表面积"&B%’ C#B(&#.)%术前
心功能&级 " 例%’级 &( 例%!级 ) 例&
>?@3手术方法3手术采用中低温体外循环%心脏停跳后升
主动脉斜切口%剪除病变主动脉瓣测量主动脉瓣环%根据主

动脉根部的大小选择大 ) 号 ILR;IY瓣%采用带小垫片间断
褥式从组织瓣环下进针%稍高于瓣环上出针%打结后机械瓣
环坐于组织瓣环上%无一例行瓣环扩大& 正常瓣环组根据术
中实际测量值选择与体表面积相匹配的进口双叶瓣或-兰州
瓣.%间断褥式缝合%打结后机械瓣坐于组织瓣环内&
>?A3测定指标3采用 Z,;f0f0D 彩色多普勒超声仪经胸检
查%测定术前’术后 % 个月左室射血分数"af,[#%左心室后
壁厚度%左室重量指数’主动脉瓣 ,cI以及主动脉跨瓣压差
等左心功能指标&
>?B3统计学方法3应用 RYRR&&B&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手术
前后临床指标间的比较采用配对资料的 1检验%=i#B#(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3结果

@?>3手术结果3两组患者均无死亡& 术后随访获得满意的
超声心动图像%)# 例置换 ILR 环上瓣患者术后心功能指标
较术前明显好转%心功能(级 * 例%&级 &# 例%’级 ) 例&
@?@3心功能检测比较3小瓣环组术后的左室重量指数’主
动脉跨瓣峰值压差’左室后壁厚度较术前显著降低 "=i
#B#&#%左室射血分数’主动脉瓣 ,cI指数显著增高"=i
#B#&#$正常瓣环组术后的左室重量指数’主动脉跨瓣峰值压
差较术前显著减低"=i#B#&#%左室射血分数较术前显著增
高"=i#B#&#%但主动脉,cI指数和左室后壁厚度术后与术
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j#B#(#& 两组术后比较仅主动
脉跨瓣峰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i#B#&#外%其余各项指标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j#B#(#& 见表 &&

+%")&+ S304AKAe76O4/17=>ATS1040</1XA@0<04A%WA<A.PAO)#&#%f716.A"%>6.PAO&)!!



表 &!置换ILR环上瓣及常规机械瓣心功能指标比较

组!别 时段 左室射血分数
"af,[G#

左室重量指数
"5F.)#

主动脉瓣,cI指数
"<.) F.) #

主动脉跨瓣峰值压差
"..Q5#

左室后壁厚度
"..#

环上瓣组
术前 ’$B% C"B)( &#*BD& C)"B() #BD% C#B#D D%B"& C’B%& $BDD C"B)%

术后 %"BD C&B**#$ *’B%" C&$BDD#$ &B"& C#B&)#$ &*B(’ C"BDD#’ %B"& C&B’)#$

正常瓣组
术前 (#B) C)B&% &#"B’% C&%B)" &B)" C#B&( ’*B() C)B(’ %B(D C)B)*

术后 %&B* C)B#’# D$B(’ C&(B*$# &B"( C#B&" &)B%$ C"B&*# (BD* C&B$%

!注!组内与术前比较%#=i#B#&$与正常瓣组术后比较%$=j#B#(%’=i#B#&

A3讨论

A?>3植入瓣膜与患者不匹配"YYX#这一概念%最早是由H/-
30.:771/在 &$D*年提出的%是指植入瓣膜有效开口面积与患
者体表面积不匹配%将造成术后主动脉人工瓣部位较高的跨
瓣压差%不利于肥厚左心室的恢复%甚至出现左心室肥厚加
重%影响患者的远期疗效))* & 小瓣环是指在成人主动脉瓣病
变中%自然瓣环的内径不能容纳患者体表面积所要求的人工
瓣膜& W/M0@ 等认为体表面积在 i&B( .)’&B(& d&BD .)’
&BD& d&B$ .) 时%主动脉瓣环分别小于 )& ..’)" ..和 )(
..均称为小主动脉瓣环& \1/0K等)"*认为主动脉瓣 ,cI指
数%#B*( <.) F.) 会增加主动脉瓣置换后早期死亡率& 张宝
仁等)’*认为%对小主动脉瓣环患者来说%瓣口面积和体表面
积匹配是手术后获得良好血流动力学结果的关键& 为了解
决上述问题%临床上采用一些方法%如人工瓣斜缝法’无支架
生物瓣置入法及X/476560/4’>0<VK和 V7447等多种主动脉瓣
环扩大手术方法%以利于植入更大开口面积的机械瓣& 然而
瓣膜侧倾缝合置换局限性大%可能引起机械瓣功能障碍$生
物瓣面临着使用寿命的颈瓶$由于主动脉根部解剖结构的特
殊性%各种瓣环扩大方法操作均较复杂%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高%临床上均不能常规采用&
A?@3瓣环上主动脉瓣置换术于 &$*& 年首先被 S/ONA4:0AO描
述%随着人工机械瓣材料和设计的发展%现在已经有多种环
上瓣在临床使用%如 S/OP7XA@0<KL7N Q/:R6NO/-I4461/OI7O-
:0<瓣%ReX QA.7@?4/.0<Y16K瓣%ReX HA5A4:瓣等& 美国
ILR公司新开发出来的 ILR;IY开放性枢轴人工心脏瓣膜
采用了特殊设计及工艺%能够较其他人工心脏瓣膜更快速的
开放和闭合%更自然适应跨瓣血流%提供较低的跨瓣压差和
闭合容量)(* & ILR;IY瓣设计将缝合环与瓣架移至组织瓣环
上%设计值较实际值增加了 ) 档%即 &* ..IY瓣相当于 )&
..常规瓣膜开口面积")B#) <.) #%)# ..相当于 )" ..的
开口面积")B(% <.)#%这样就解决了部分小主动脉瓣环患者
的置换问题& 本组资料显示小主动脉瓣环组在置入 ILR;IY
瓣膜后左室射血分数明显提高%主动脉跨瓣峰值压差有效降
低%而左室重量指数亦明显降低%证明有效地解决了主动脉
瓣狭窄导致的流出道梗阻现象& 小瓣环组置换 ILR;IY瓣
膜后与正常瓣环组比较主动脉跨瓣峰值压差有统计学意义%
证明小主动脉瓣环组手术并没有扩大主动脉瓣环%只是将人

工瓣膜置入自体瓣环之上%避免了人工瓣环对小主动脉瓣环
位置的占用%术后对于主动脉跨瓣压差的降低作用有限%然
而其左室重量指数有效降低的数据表明术后没有明显的

RIX现象发生%或者说即使有轻度的 RIX亦无明显的症状
发生& 以上资料显示小主动脉瓣环组置换 ILR;IY瓣膜与
正常瓣环组在术后心脏超声检查数据无明显差别%证明
ILR;IY瓣膜能达到患者所要求的术后瓣膜开口面积%为小
主动脉瓣环患者的换瓣治疗提供了又一有效途径&
A?A3本组小主动脉瓣环患者置换 ILR;IY瓣较常规主动脉
瓣环扩大手术缩短了体外循环时间%相对降低术后并发症的
发生率& 然而%使用环上瓣并不能完全代替主动脉瓣环扩大
手术%吴洪斌等)%*认为在儿童主动脉瓣置换’R\,时感染组
织破坏自然瓣环’窦管交界的狭小或冠状动脉位置偏低可能
造成的开口阻挡时%单纯置入环上瓣不能达到远期效果或存
在风险%仍然需要实施主动脉瓣环扩大手术& 由于本组样本
数较少%随访时间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继续观察远期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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