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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总管结石是普外科较为常见的一种胆道系

统疾病，临床表现复杂多样。 胆总管巨大结石、胆道

狭窄结石以及填充型结石都是临床上较为复杂且

操作相当困难的胆总管结石类型

[1]

。 经内镜逆行胰

胆管造影术（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

creatography，ERCP） 已成为治疗胆总管结石的首选

方法。 嘉兴市第一人民医院在2013~2016年共行

ERCP�1�028例，其中取石困难的患者42例，术中即予

行胆道支架内引流术（endoscopic� retrograde� biliary�

drainage,ERBD） 或同时行鼻胆管引流术，3～6个月

后再次行ERCP及网篮取石术，取得良好效果。 现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 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1月至2016年1月嘉兴

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收治的ERCP困难取石患者

42例，其中男性29例、女性13例；年龄24～92岁，平

均（50.32±12.50）岁；患者均为胆总管结石行ERCP

时取石困难即时行ERBD后再次取石， 其中12例为

胆总管切开取石术后、10例为胆囊切除术及胆总管

切开取石术后、9例胆囊切除术后、6例为胃毕Ⅱ式

术后、5例复杂性胆管结石术后，所有患者均有不同

程度的黄疸和/或腹痛症状，B超或上腹部 CT检查

提示有胆总管结石或胆总管扩张, 造影后测量结石

数量2～5枚，平均（2.74±1.22）枚，直径大小20～30� mm，

平均（24.58±4.05）mm，乳头可切长度太小。

1.2� � 方法 患者俯卧位，术前半小时给予山莨菪碱

针10�mg、地西泮针10�mg、盐酸哌替啶针50�mg肌内

注射，常规进镜至十二指肠降部，观察乳头开口，调

整十二指肠镜镜头与胆管轴向，顺胆管轴向插管成

功后予注射33.8％碘伏醇注射液造影， 造影观察结

石数目及最大结石直径，行乳头切开，切开后导丝

引导下置入圣诞树塑料支架， 视情况置入鼻胆管

（如胆汁内脓液较多、感染较严重）。 术后常规6ｈ、

次日复查淀粉酶、脂肪酶、血常规、生化等，观察患

者有无腹痛、发热、黄疸加重现象，支架置入3～6个

月后再次行ERCP（测量结石数目及最大结石直径）、

球囊清理，网篮取石术、鼻胆管引流术，如取石未成

功则再次行支架植入术。

1.3� �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 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 计量资料组间比

较采用t检验。 设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 本组引流术后33例二次取石时成功取石，4例

结石消失，5例结石缩小， 但由于乳头切开过小，其

中2例为胃毕Ⅱ式术后患者，再次行ERBD。 本组病

例第一次胆管支架置入后有6例术中出血， 但经注

射、电凝等止血处理后均能止血，有3例术后高淀粉

酶血症，2例轻症胰腺炎，经禁食、抑制胰腺外分泌

等处理后均治愈，无术后胆道感染加重病例，支架

放置时间3～5个月，平均（3.97±0.88）月。 放置支架

引流前后结石数目和结石直径及胆红素见表1。

由表1可见， 患者ERBD前后结石数目比较，差

异无统计意义（t=0.28,P＞0.05），但ERBD后结石直

径、胆红素数据较ERBD前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

意义（t分别=6.22、14.01，P均＜0.05）。

·经验交流·

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困难取石中

胆道支架内引流术的应用效果

方骏 姚惠明 曹立俊

表1� � ERBD前后结石数目、直径及胆红素变化情况

注：*:与ERBD前比较，P＜0.05。

时间 结石数目 /枚 结石直径 /mm

ERBD前 2.74±1.22 24.58±4.05

ERBD后 2.66±1.30 19.26±3.37*

胆红素 /μmmol/L

114.89±39.33

24.53± 5.75*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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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胆总管结石患者胆道支架内引流术前后CT照

片见图1、2�

� � � � 由图1可见， 胆总管结石患者支架引流前肝内

外胆管扩张，胆总管内结石成堆且体积较大。 由图2

可见，胆总管结石患者经胆管支架引流术后，胆总

管结石数量减少，剩余的结石体积明显缩小。

3� �讨论

ERCP目前已成为胆总管结石首先治疗方法

[2]

，

基本取代外科手术， 90％的患者可通过ERCP实现

成功治疗

[3]

，部分取石失败患者或因自身高龄合并

多脏器功能不全，长时间手术操作不能耐受，导致

手术不能正常进行

[4]

。 内镜治疗过程中也会发现部

分病例由于结石过大， 胆管扩张与结石大小一致，

导致取石网篮及碎石网篮在胆管内无法张开，或由

于结石过大，网篮张开后无法套上结石，乳头过小，

未能行大切开，或胆管下段存在狭窄，内镜下均未

能取出切实， 以往对这种难治性结石只能放弃ER-

CP，进行外科手术。 目前，ERCP器械不断进步更新，

已有多种方法可根除胆总管内结石，支架内引流术

是其中一种较为常用的方法之一

[5]

，特别是一些危

重患者，避免不必要的外科创伤性手术。

内引流术中胆管支架放置可起到维持胆管通

畅，引流排脓的作用，同时置入鼻胆管可冲洗胆管，

快速退黄、治疗感染、减轻患者腹痛，迅速减轻临床

症状

[6]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ERBD后患者胆红素数

据、结石直径较ERBD前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意

义（P均＜0.05），胆道支架引流术后CT也显示，术后

胆总管结石患者经胆管支架引流术后，胆总管结石

数量减少，剩余结石体积明显缩小。 说明ERBD对改

善梗阻性黄疸的临床效果较好。 同时，因为通过肠

蠕动引起支架移动摩擦结石， 使结石缩小或碎裂，

部分结石裂成两块或多块， 相当于支架把结石剖

开，通过胆汁的冲洗作用，部分结石变小或变成泥

沙后排到肠道内的， 使得第二次取石变得较容易。

同时支架的设计肠道端只有一个孔，胆管端有多个

侧孔，起到很好的引流作用和防反流作用，不易胆

道感染，而且观察即使胆管支架内堵塞了，也可通

过支架支撑胆管和结石的空隙起到引流作用，圣诞

树支架两端为多侧翼，使得支架能够稳定在结石的

上端和乳头外， 不易移位及移位后导致小肠穿孔。

支架置入后期支架移位、阻塞是造成引流失败的主

要原因，支架的引流位置应选择在结石以上的扩张

胆管内，支架首端越过结石上缘至少1�cm，末端选择

位于十二指肠乳头外1�cm， 为确保支架安放过程顺

利， 短时间出现的胆道狭窄扩张可能不可避免，往

往也是必要的

[7]

。 胆道支架的选择应结合实际情况

尽量考虑引流效果好，内径较大的支架，一旦发现

患者出现黄疸复发或胆囊炎发作， 及时将支架取

出，并置换新的支架。

综上，ERBD是可迅速减轻患者临床症状，同时

具有溶石和碎石作用，可明显提高ERCP术中困难结

石患者再次ERCP取石成功率，可作为胆总管困难取

石患者中的一种常规手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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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胆总管结石患者胆道支架引流术前CT示意图

图2� � 胆总管结石患者胆道支架引流术后CT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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