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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床 经 验·

胸腔镜辅助小切口治疗多形性肺癌28例
疗效观察

成向阳  熊信国  邱源  刘君  陈汉章  何建行

【摘要】 背景与目的  胸腔镜辅助小切口（video-assisted mini-thoracoscopy, VAMT）下完成肺叶切除已有二十年

的历史，具有创伤小、术后疼痛轻、肺功能损失少、恢复快等优点，是目前微创胸部外科的发展趋势。本研究旨在

探讨胸腔镜辅助小切口肺叶切除术在多形性肺癌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应用VAMT行根治性肺叶切除术治疗28

例多形性肺癌。采用常规器械与胸腔镜器械相结合直视操作处理肺血管、支气管行肺叶切除，胸腔镜、直视下行纵

隔、肺门区淋巴结清扫。结果  28例均获成功。无围手术期死亡，术中出血量200 mL-450 mL，平均300 mL；胸管留

置时间3 d-8 d，平均5 d，术后总引流量300 mL-800 mL，平均460 mL；术后住院7 d-14 d，平均12 d。随访28例，其中2

例患者于术后2个月死亡，其余患者生存均超过1年，3年生存率为60.7%（95%CI: 40.3%-81.1%）。结论  VAMT治疗多

形性肺癌近期疗效良好，既发挥了微创外科的优越性，又达到了传统开胸手术安全、可靠的效果，清扫淋巴结符合

肿瘤手术原则，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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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  Video-assisted mini-thoracoscopy (VAMT) has been used for pulmonary 
lobectomy for 20 years, which has many merits including small wound, less pain and quick recovery. VAMT is the tendency 
of pectoral minimally invasive surgical treatment.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video-assisted mini-thora-
coscopy (VAMT) for radical resection of pleomorphic carcinoma of the lung. Methods  Complete resection of pleomorphic 
carcinoma of the lung was performed on 28 patients by VMAT. A 1.5 cm and a 6 cm to 8 cm incision was made during the op-
eration. Both standard surgical instruments and thoracoscopic set were used to treat the pulmonary vessels, perform lobotomy, 
and remove the lymph nodes in the mediastinum and pulmonary portal. Results  The operation was completed in all of the 
cases. No peri-operative death occurred. The total volume of hemorrhage was 200 mL to 450 mL (mean, 300 mL). The patients 
received chest drainage for 3 to 8 days after the operation (mean, 5 d). The time in hospital was 7 d-14 d (mean, 12 d). Five-year 
overall survival and disease-free survival were 39.2% and 47.1%, respectively. Follow-up was available in all 28 patients for up 
to 2 to 91 months. Among the 28 cases, only 2 patients died 2 months after the operation, the rest all live up over 1 year. 3-year 
survival rate was 60.7% (95%CI: 40.3%-81.1%). Conclusion  VAMT is effective for radical resection of pleomorphic carci-
noma of the lung in a short term. Combination the superiority of traditional procedure and VATS, so VAMT is safe and reliable 
for radical resection of pleomorphic carcinoma of the 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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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多形性癌是一种分化差的含有肉瘤样成分的非小

细胞癌，其本质是癌，较少见，约占原发性肺癌的1%以

下[1,2]。平均发病年龄为60岁，以男性为主。组织学上显

示恶性上皮性和同源性肉瘤样梭形和/或巨细胞成分，

如低分化鳞状细胞癌、腺癌或大细胞癌中含有梭形或巨

细胞成分，或者是仅为梭形或巨细胞组成的癌。此类患

者预后较差，近年来随着电视胸腔镜手术（video-assisted 

thoracic surgery, VATS）的发展（VATS具有创伤小、出

血、输血少、恢复快且符合美容原则等特点），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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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肺癌的诊治水平，以及胸外科医生技术的日益熟

练，实施更为复杂的肺切除术将成为可能。电视胸腔镜

辅助小切口手术（video-assisted mini-thoracoscopy, VAMT）

结合了VATS和传统开胸手术的优点。2000年6月-2007年

12月，我院执行VAMT进行解剖学肺叶切除联合淋巴结

清扫治疗28例多形性肺癌患者，取得了良好的近期疗

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肺多形性癌28例（术前有明确的病理

诊断或术中快速证实方可纳入本组资料），均为本院于

2000年6月-2007年12月收治的病例，其中男性19例，女性

9例，年龄38岁-84岁，平均58.1岁。所有患者按胸腔镜和

开胸手术准备，先行胸腔镜探查，未明确诊断者胸腔镜

活检，行冰冻病理检查。按照肺癌的国际TNM分期标准

（2009年第7版）：Ia期4例，Ib期9例，IIa期4例，IIb期5

例，IIIa期5例，IV期1例。肿瘤位于右肺上叶6例，右肺

中叶2例，右肺下叶6例，左肺上叶9例，左肺下叶5例。

术前均常规经胸部CT、纤维支气管镜、脑CT、骨扫

描、腹部超声等检查，除外转移性病变的存在。

1.2  治疗方法  采用全身麻醉双腔气管插管，单侧肺通

气，患者取健侧卧位。在腋中线第7或第8肋间置戳卡放

入胸腔镜，观察有无粘连和病变情况，了解肿瘤的部

位、大小、胸膜、心包、肺门结构和纵隔淋巴结是否有

肿瘤侵犯或转移。根据病变选择小切口部位，上肺病变

选择第4肋间，下肺、中肺病灶选择第5肋间，在腋前线

至腋后线之间行6 cm-8 cm小切口，用内镜器械和常规器

械相结合进行手术操作，通过胸腔镜器械完成游离下肺

韧带、膈面、胸膜顶的粘连等，在直视下进行肺门血管

和支气管的解剖以及纵隔淋巴结的清扫，肺叶内淋巴结

在游离肺叶过程中将肺叶淋巴结沿血管方向推入待切肺

内，随肺叶切除，肺门和纵隔淋巴结清扫在完成肺叶切

除后进行。对于肺裂发育好的可用电灼切开，对于肺裂

发育不良者，应充分剪开肺门前后胸膜，以肺静脉确定

肺裂位置，经肺静脉表面肺实质内做一隧道，用执式切

割缝合器或用止血钳夹两侧切开，血管钳夹切断后褥式

缝合或用GIA处理，肺血管的结扎或缝扎于胸外打结，

用推结器推入胸内，支气管残端用一次性闭合器或GIA 

处理。标本切除后置于无菌手套内完整取出，以防切口

种植转移。术中转移灶或淋巴结送冷冻切片检查，以进

行肺癌分期。根据术后病理及淋巴结转移情况，Ia期患

者不做特殊治疗，Ib期及以上患者术后6周开始化疗（采

用缓解化疗方案[3,4]），4个疗程。

2    结果

28例手术均顺利完成，无中转开胸发生，只有1例

切口延长至12 cm；所有患者术中及术后均未输血，无

心肺功能衰竭、心脑血管意外及感染等严重围手术期

并发症发生；手术时间90 min-280 min，平均190 min；

淋巴结清扫时间30 min-50 min，平均46 min；术中出血

量200 mL-450 mL，平均300 mL；麻醉镇静药使用时间

20 h-30 h，平均24 h；胸管留置时间3 d-8 d，平均5 d，

术后总引流量300 mL-800 mL，平均460 mL；术后住院

7 d-14 d，平均12 d。肿瘤<3 cm的有12例，>3 cm的有16

例。VAMT手术种类包括: 行右肺上叶切除术5例，右肺

上中叶切除术1例，右肺中叶切除1例，右肺中下叶切

除3例，右肺下叶切除3例，右全肺切除术1例，左肺上

叶切除9例，左肺下叶切除5例。共清扫淋巴结582枚，

平均21.6枚/例，病理确诊转移的淋巴结为93枚。所有

患者术后均得到密切随访，截至2009年5月15日，随访

2个月-91个月，平均36个月，死亡10例（均为IIa期及以

上患者），其中有2例在术后2个月死亡（1例有肝癌转

移，另1例为高龄的IIIa期患者），另外8例死者均存活

超过1年（12个月-61个月，平均23个月），3年生存率

为60.7%（95%CI: 40.3%-81.1%）（图1）。仍然健在的

患者的术后生存期为18个月-91个月，中位生存期为45

个月。

图 1  28例多形性肺癌患者生存曲线

Fig 1  Survival curves of 28 patients with pleomorphic carcinoma of 

the 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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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1992年Lewis[5]首次报道用VATS行肺叶切除术治疗

肺癌，因其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出血、输血少、对心

肺功能影响小、开关胸时间短等优点，所以其治疗效果

也比较理想，I期肺癌的3年生存率为94%，II期为57%，

III期为25%[6]。此后国内外学者也开展了VATS的相关临

床研究。历经近20年的不断发展，VATS已成为一门成熟

的胸部外科技术和临床常用手术方法之一，被认为是自

体外循环问世以来胸外科领域的又一重大技术革新。目

前，VATS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治疗各种胸部疾病，特别

是早期肺癌的治疗[7]。不过VATS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有学者[8]指出，VATS肺叶切除虽然不会降低患者的生存

率，但是会增加淋巴结转移阳性患者局部复发的风险，

他们认为可能与VATS操作下淋巴结清扫不如直视操作

下更加彻底有关。虽然在VATS下行肺叶切除术和肺门

纵隔淋巴结清扫术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对操作者的

技术要求非常高[9]，而且，在VATS肺叶切除术中，多数

外科医师处理肺血管和支气管时采用的是非解剖性的手

术方法，容易造成出血以及不能彻底切除肿瘤。另外还

容易造成切口处肿瘤种植。因此，目前大多数单位选择

VAMT肺叶切除术。VAMT具有VATS和传统开胸手术的

优点，即避免了传统手术的肌肉和神经损伤，创伤小，

照明效果好，视野宽且有一定放大作用，可在直视下用

常规器械完成肺门及纵隔的操作，缩短手术时间，术后

患者恢复快。本组VAMT肺叶切除联合淋巴结清扫治疗

28例多形性肺癌患者，无围手术期死亡，无心肺功能衰

竭、心脑血管意外及感染等严重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

辅以缓解化疗方案，3年生存率高达60.7%。

VAMT在VATS时扩大某一器械操作切口（一般为

6.0 cm-8.0 cm），能使常规手术器械和内镜器械相配合

使用，通过直视和腔镜联合观察提供清晰视野，精确地

判断肿瘤大小、质地、活动度及其与周围的关系，且可

用肉眼观察病灶、肺门及纵隔淋巴结，手指探查病灶，

区分肿瘤与重要脏器的粘连程度，使探查更接近于常规

开胸手术，更好地判断肿瘤的可切除性，降低开胸探查

率，它弥补了单纯胸腔镜手术的不足。结合胸壁小切

口，在直视下进行胸内操作，一旦手术过程中出血，还

可以方便地直视下止血，效果确实可靠。 因此VAMT既

达到微创的目的，也因为有小切口的辅助，减少操作难

度，降低暴露不充分所带来的风险，易于解剖结构的把

握，有助于彻底清扫肺门纵隔淋巴结。与常规开胸手

术比，VAMT几乎不影响背阔肌、前锯肌、胸大肌等肌

群，出血少，术后疼痛轻，利于患者咳嗽排痰和肺功能

恢复；骨性胸廓被牵拉的程度也比较小，因此胸廓稳

固性好，心肺功能受到的干扰也相对比较小，术后并发

症少，恢复快，住院时间缩短[10,11]。可应用常规器械进

行胸内操作，对重要血管离断可采用体外简易打结器进

行，大大减少了一次性材料及器械的使用，减轻了患者

的经济负担。

VAMT扩大了胸腔镜手术的范围，使一些粘连较

重，以及过深过大的病变可以通过胸腔镜手术完成。

尤其是本组有大部分肿瘤直径>3 cm，非常适合进行

VAMT。由于可以直视触摸到病变，对病变的判断及手

术方式的决策更加准确。由于其创伤小、恢复快、对高

龄、肺功能低及全身情况差及姑息手术患者提供了新的

治疗机会。因此，VAMT进行肺癌根治术可使手术难度

和风险大大下降。小切口位置选择是顺利实施该手术方

式的关键。通过辅助小切口有利于肿块的取出，在肿块

取出后可用常规器械进行纵隔暴露与清扫，增加手术彻

底性。我们认为手术切口位置首先要有利于术野的暴露

及手术操作，尽量在接近病变处做切口，方便使用常规

手术器械进行肺叶血管及支气管处理；肺门淋巴结离小

切口较近，用常规方法清扫。其次，考虑切口的美学要

求及避免切断过多胸壁肌肉，减少手术创伤。切口的长

度应根据手术的难易程度及术者对胸腔镜下操作的熟练

程度决定。

结合文献及自己的经验，作者认为，VAMT可以完

成肺叶切除和全肺切除以及清扫肺门、纵隔淋巴结，对

于肿瘤直径较大者，也可达到根治的目的，可以达到与

常规开胸手术同样的治疗效果，不过纯VATS要达到同样

的效果可能较为困难。但是VAMT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目前尚无法完全代替传统开胸手术。随着胸腔镜手术的

广泛开展，各种手术方式和技巧将不断改善和提高，胸

腔镜辅助小切口完成标准解剖意义上的肿瘤切除达到常

规开胸手术的目的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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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lcase.org/

欧洲癌症组织/大会

European Cancer Organisation
http://www.ecco-org.eu/

肺癌在线

Lung Cancer Online
http://www.lungcanceronline.org/

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http://www.ncc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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