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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增加，老龄化程度也自然愈来愈高。
同样，各种老年病比如下肢缺血性疾病的发病率也逐年升高。
据统计，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发病率高达3％～10％，明显影响中老年人群的生活质量。
这需要医务人员，特别是血管外科工作者们给予相应的重视。
近10年来，随着新技术和新材料的不断面世，血管外科专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各省市的大医院大多
成立了独立的血管外科，血管外科专业医护队伍不断扩大。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当多的临床医师对这类疾病的认识不够，许多严重的下肢缺血性疾病因得
不到及时和有效的救治而致残，给患者带来痛苦，给患者的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我们必须认识到学术界对下肢缺血性疾病的治疗方法也有不同的认识和经验，存在着一定差别的治疗
方法，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统一模式。
强行追求这种统一模式必将阻碍学科的发展。
然而，总结出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必不可少的。
有鉴于此，杨牟医师组织编写了这部《下肢缺血性疾病诊断与治疗》，努力在总结自己经验的同时，
参考国内外的经验和进展，做到举一反三。
本书结合大量的临床病例及影像资料，图文并茂、可读性强、容易理解，进而达到指导实践的效果。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烟台毓璜顶医院是一所百年老院。
毓璜顶医院血管外科成立十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
他们还连续举办省级和国家级医学继续教育项目，在学习和推广新技术方面下工夫。
这部专著就是他们十几年医疗、教学和潜心研究的总结和成果。
我相信这部专著能够成为普及血管外科知识以及联系读者与编者研讨交流的平台，并且能够经受时间
和读者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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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13章，按照下肢缺血性疾病的种类、病因、病理、诊疗及预后分别论述，对常见诊疗方法及
手术术式进行专题论著。
同时包含有下肢缺血性疾病的院内护理、家庭护理和自我保健。
    编者结合自身多年临床实践经验，以大量临床病例为基础，结合影像学及手术图片，力求将枯燥的
连篇赘述跃然纸上，以达到图文并茂、实用性强的效果。
同时参考国内外本领域内的最新进展，对下肢缺血性疾病的基础理论研究与新技术、新方法进行阐述
，并结合常见手术术式录像进行动态讲解。
希望能在下肢缺血性疾病的诊疗领域带给读者以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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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血管外科学组常委、北京医学会血管外科分会
常委、亚洲血管外科学会会员、国际布加综合征学会会员、《血管外科杂志》编委、《中华外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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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血管外科领域各类高难度手术及腔内介入治疗，包括：主动脉瘤及主动脉夹层的传统外科手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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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介入治疗；肿瘤侵犯大血管的手术治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和糖尿病足的综合治疗；肺栓塞的外
科治疗；肾血管性高血压的外科治疗。
多年来已为全国300余家医院进行了会诊手术。
已发表各类学术论文100余篇，主编专著2部，参编专著10余部，获得国内外各种奖项10余次（其中2次
为国际奖项），获国家专利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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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动脉内膜剥脱术此术多是在人工血管诞生之前被广泛采用，主要适合于病变范围较局限者，
对于病变范围长或广泛者则术后再闭塞率较高，目前对于此类病变范围较局限者多被介入治疗如支架
术所替代。
3.动脉旁路移植术该术为治疗下肢缺血性疾病的经典术式，效果直接。
目前对于病变范围广者还多采用此术。
主要所用移植物材料为自体大隐静脉和各种人工血管。
对于膝下等较小动脉的搭桥术多建议采用自体材料，其中应用大隐静脉材料者包括两种经典术式即倒
置大隐静脉旁路搭桥术和原位大隐静脉搭桥术，对于后一术式则需先以瓣膜刀等破坏静脉瓣膜。
而对于膝上病变或无合适静脉材料时还多采用人工血管材料，目前常用的人工血管材料主要为涤纶人
工血管（主要用于主一髂动脉病变）和ePTFE人工血管（多用于股、胭动脉），新近出现的肝素涂层
的涤纶人工血管材料也可用于股、胭动脉搭桥，取得了不差于ePTFE人工血管的通畅率。
而对于已存在附近感染或可能发生感染者则尽可能使用自体材料或有抗感染作用的镀银人工血管。
对于主一髂动脉病变的高龄或体弱患者如无法耐受经腹手术也可采用非解剖路径搭桥术如腋一股或腋
一双股动脉人工血管搭桥术或股.对侧股动脉人工血管搭桥术。
4.间接改善下肢血运的手术主要有大网膜铺植术和腰交感神经节切除术。
前者作用机制是利用大网膜血管建立侧支循环，因需开腹，效果不确切而且还可能发生大网膜坏死已
较少有人应用，仅有时对于无任何远侧流出道者可试行。
而后者的作用机制主要是促进血管扩张，传统腰交感神经切除也需开腹目前也少有人应用，现少数学
者在透视下直接穿刺行化学性腰交感神经切除术，大大减小了手术的创伤，目前也主要用于无远侧流
出道患者。
（三）血管腔内介入治疗近年来因各种导管导丝及各种再通装置的出现以及介入技术本身的提高，血
管闭塞的再通率得到了大大的提高，而且因其微创可重复进行，部分过去需行动脉旁路搭桥的手术逐
渐已被腔内介入治疗所替代。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管外科目前对于下肢缺血性疾病超过50％可经介入治疗获得成功。
单纯的球囊扩张术现已较少采用，为防止病变的弹性回缩和扩张后夹层的形成，多在扩张后放置支架
以避免以上问题。
目前对于腹主动脉和髂动脉的介入治疗已取得较高的、稳定的远期疗效，而在股动脉也取得了与传统
搭桥术相似的通畅率，新近诞生的可屈曲的支架，使在膝关节附近的胭动脉病变也可采取支架治疗。
但目前对于膝下小动脉的病变则多仅行球囊扩张术，主要是此处无合适的支架或因病变较广泛无法都
放置支架，而行球囊扩张则基本推荐使用顺应性的长球囊，此球囊可减少血管破裂和夹层的形成，但
此处病变扩张后的弹性回缩仍是目前未能解决的问题，所幸介人治疗可重复操作。
而对急性下肢动脉栓塞和血栓形成时间较早或血栓范围不是十分广泛者尤其是膝下动脉的血栓或高龄
、体弱可能无法耐受取栓手术者也可采用经导管溶栓治疗。
（四）杂交手术（hybrid）为减少手术创伤提高手术的安全性，目前对于多处病变者多采取手术联合
腔内介人治疗的方法，如对于主一髂动脉病变采用腔内介入治疗以避免开腹手术的各种并发症，而对
于同时合并的股胭动脉的长段病变则采用传统的搭桥手术，或者在行股胭动脉搭桥时对于膝下流出道
差者同时行膝下病变的球囊扩张术，以改善流出道的情况可提高传统搭桥术的通畅率。
此种联合治疗方法已广泛为大家所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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