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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远古有文字记录的血管医学资料可回朔到 2X( X) 多年以前
,

当时是以中医
、

中药和针灸

为主要诊治血管疾病的手段
。

现代 医学自 18 世纪末引入
,

至上世纪 50 年代初可进行一 些动脉结

扎和截肢类的手术
。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
,

以我国断肢 (指
、

趾 )再植的成功及布加综合征治疗方面

的创新标志着我国显微血管外科和血管外科的发展和领先水平
。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始以微创法

成功治疗创伤性动静脉瘩
,

后又 以同法治愈腹主动脉瘤
,

并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用 以治疗夹层

动脉瘤并取得成功
。

近来细胞和分子水平 的研究 已经取得一 些成果
。

展望前景
,

腔内治疗将被广

泛地应用
,

其装置将获进一步改进
。

基 因和药物涂层支架
、

组织工程技术将在血管外科中得到更广

泛而有效地应用
。

[关键词 ] 人工血管
,

布加综合征
,

基因疗法
,

支架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代
,

古代中国就有关

于血管系统和血管疾病的初步认识
。

在《黄帝内经
·

灵枢经 》里有一段现在称之为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

描写
“

发于足指
,

名脱疽
,

其状赤黑
,

死不治
,

不赤

黑
,

不死
,

不衰
,

急斩之
,

不则死矣
。 ”

大约在 18 世纪

末西方医学传人中国
。

但当时仅能做一些截肢手术

以及对一些血管创伤和动脉瘤施行血管结扎术
。

新

中国成立后
,

我国的医务工作者
,

在学习国外先进医

疗技术的同时
,

努力发掘和整理祖国医药学遗产
,

在

许多方面达到了国际水平
,

现就我国在血管外科领

域所取得的成就和特点分述如下
。

塞性脉管炎的手术治疗主要有腰交感神经切除术
、

旁路转流术
、

静脉动脉化以及大网膜移植术等
,

在国

内许多大医院都有开展
,

取得一定疗效
,

但远期效果

尚不满意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1 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

我国医务工作者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的同

时
,

对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进行 了深人的研究
。

19 63

年吉林医科大学报道
,

采用 中药 四妙活血汤为主治

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
,

获得肯定疗效
。

19 71 年
,

广

东华县医院和广东中医院报道应用中药毛冬青治疗

血栓闭塞性脉管炎
。

19 95 年上海第一 医科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应用复方丹参注射液治疗血栓闭塞性脉

管炎
,

亦取得较好疗效
。

另外
,

全国各地还有许多其

他不同的组方和传统方剂加减治疗的经验
。

血栓闭

2 血管移植物的发展

195 4 年底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广慈 医院进

行骼股动脉瘤切除和同种异体动脉移植术
,

是国内

首例成功的异体血管移植
。

19 57 年
,

上海第一医科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首创以纺绸真丝血管进行动物实

验
,

获得成功
。

19 59 年与上海市丝绸研究所协作
,

创制成功我国独特的真丝人造血管
。

其优良的性能

和价廉的特性赢得了我 国广大血管外科医生喜爱
。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
,

为了提高静脉移植物和小

口径动脉移植物的远期通畅率
,

有关新生内膜
、

人工

血管材料表面改性
、

内皮细胞种植人工血管的研究

以及最近的人工血管基因修饰的研究相继在国内得

到开展
,

并取得一定成功
。

3 显微外科和断肢再植

我国在 20 世纪 团年代初开展了小血管吻合和

断肢再植的动物实验研究
。

1% 3 年 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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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医院陈中伟
、

钱允庆为一名右上臂完全离断的

工人成功地进行了再植手术
,

并在国际上首次报导

了断肢再植的临床经验
,

这在再植外科发展史上具

有划时代的意义
。

1965 年上海中山医院在国内报

道了首例断拇指再植成功
。

19 66 年杨东岳首创缝

合血管的第二趾移植再造拇指术
。

目前
,

断指再植

已成为县级以上 医院普遍开展的手术
,

再植成功率

达到 73
.

5 %一97 %
,

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技术上
,

我国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

在吻合血管的游离皮瓣

和肌皮瓣移植的研究方面
,

我国同样处在世界领先

水平
。

19 73 年
,

上海华山医院首先报道了一面颊部

缺损应用带血管游离皮瓣移植修复获得成功的病

例
。

同年
,

美国 D an iel 及我国杨东岳分别报告腹股

沟游离皮瓣移植术成功
。

19 81 年杨果凡等首创前

臂游离皮瓣移植术及二级皮瓣移植修复面部
、

耳
、

鼻

等缺损及进行阴茎再造术
,

被誉称为
“

中国皮瓣
” 。

到 20 世纪 90 年代
,

又相继开展和设计了多种新皮

瓣
,

开创了许多新手术
。

4 布加综合征的治疗进展

布加综合征系由肝静脉和 (或 )肝后段下腔静脉

阻塞性病变所引起的一种肝后性门脉高压症
,

在中

国以后者为主
。

汪忠镐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一

直致力于
“

布加综合征
”

的研究
。

20 年间共收治病

人 800 余例
,

如包括河南
、

山东和安徽的 3 位向其学

习过的协作者
,

病例达 2 X( 刃 以上
,

为世界上所少

有
,

确立 了中国在布加综合征研究治疗上 的国际领

先地位
。

布加综合征中有一种类型是由下腔静脉长

段阻塞或狭窄所引起
,

晚期常有大量腹水或胸腔积

液
、

患者呈高度慢性消耗状态
,

治疗极为困难
,

汪忠

镐经历了胸导管
一

颈内静脉重新吻合
、

经右房破膜
、

前径和后径肠腔转流
、

肠房和脾房转流
、

侧径根治切

除
、

导管扩张
、

支架疗法
、

一期半介人法和腔静脉病

变介人法加二期门腔转流及肠系膜上静脉与颈静脉

转流
,

其中多种术式为首创
,

取得满意效果
,

为高危

患者的治疗开辟了新径
。

布加综合征患者施行下腔静脉破膜术达到消除腹水

结果
。

199 1年又首先应用 国产支架置放于下腔静

脉治疗布加综合征
。

199 4 年 8 月首先用 国产支架

型人工血管以微创法治愈股部创伤性动静脉痰
。

19 % 年以同法治愈创伤性颈内动脉
、

颈内静脉痰
。

同年
,

先后为 1 例降主动脉瘤和 2 例主动脉夹层动

脉瘤病人通过半开放方法以国产支架型人工血管施

行成功的治疗
。

199 8 年首先以国产腔内移植物治

愈了肾动脉平面以下的腹主动脉瘤
,

随之以半开放

法成功地施行了全主动脉置换术
。

19 99 年初以来
,

以自制支架型血管和导送器以微创法治愈了发生在

主动脉上的最灾难性疾病— 主动脉夹层动脉瘤
。

现已治疗 50 余例
,

其中一例以一枚升主动脉支架型

血管治愈全主动脉夹层
、

狭窄
、

三处撕裂和冠状动脉

缺血
,

另一例主动脉弓部动脉瘤以半介人法得以治

愈
。

自 199 8 年以来
,

国内许多医院相继开展了腔内

隔绝术治疗胸
、

腹主动脉瘤以及夹层动脉主动脉瘤
。

上海长海医院景在平于 199 9 年报道应用腔 内隔绝

术治疗 23 例 D eb ake y m 型降主动脉夹层动脉瘤
。

6 多发性大动脉炎的治疗

多发性大动脉又称 介 k ay as u
病

,

多发于中国
、

日

本
、

朝鲜
、

印度等亚洲 国家
,

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炎

症性动脉疾病
,

主要发生在主动脉和 (或 )其主要分

支
。

汪忠镐发现大动脉炎颈部血管闭塞尽管造影多

不能显示远端流出道
,

手术探查时 95 %病人颈内动

脉仍通畅
,

认为升主动脉
一

颈内动脉重建适用于大多

数病例
,

但脑部再灌注损伤仍是一严重而未解决的

难题
。

颈动脉
一

锁骨下动脉搭桥
,

因其加重脑部缺

血
,

在大动脉炎病例不拟施行
。

5 腔内技术的发展

我国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引进腔内血管外科

技术
,

包括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

激光辅助的球囊成

型术
、

旋切成型术
、

超声溶栓术
、

支架和支架型人工

血管植人术及静脉瓣膜成型术等相继在国内一些大

医院得到开展
。

19 83 在北京协和医 院汪忠镐与放

射科杨宁医师一起为一位患大量腹水的 18 岁女性

7 颈动脉硬化症

19 51 年 E as ct o at 首次成功施行颈动脉血栓内膜

切除术
,

已成为有效的治疗方法
,

此法在我 国于

19 82 年获得成功
。

目前腔内疗法不断进展
,

可获类

似疗效
。

但举世首次报道治疗该病成功者却是我国

学者 ( 19 38 )
,

当时用 的是动脉结扎法
。

8 外周静脉疾病

原发性下肢深静脉瓣膜功能不 全 ( P IW I )的概

念由 sK i t en r
在 19 80 年首先提出

,

并被确立为一独立

的疾病
,

在国 内发病率较高
。

19 81 年张培华
,

孙建

民等在
“

股薄肌和半键肌 肌拌代瓣膜术
”

的基础上
,

首创
“

半腿肌
一

二头肌键拌代静脉瓣膜术
” 。

张柏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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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通过静脉造影发现 PD V I患者静脉瓣膜存在
,

而

股静脉口径扩大
,

造成瓣膜的相对关闭不全
,

据此提

出 了
“

股静脉壁环缝术
”

缩小扩张的静脉管腔
,

以恢

复静脉瓣的功能
。

陈翠菊等则依相同的原理创用
“

带戒术
”

治疗 DP VI
,

取得了满意疗效
。

另外
,

其他

一些手术方式如直视下股静脉瓣膜修复术
,

带瓣膜

臂静脉段游离移植术以及静脉瓣膜移位术等均在国

内得到开展
。

急性深静脉血栓形成 ( DVT )的治疗目

前有溶栓和手术取栓两种
,

许多新型溶栓剂 的开发

为提高溶栓的成功率和减少毒副反应创造 了条件
,

腔静脉滤器的置放减少 了手术中致命肺栓塞 的危

险
。

另外
,

对于深静脉血栓形成后遗症的治疗
,

大隐

静脉交叉转流术和大隐静脉原位转流术目前仍是经

典手术
。

9 血管外科疾病的基础研究

9
.

1 动脉疾患的基础研究

随着人 口老龄化和饮食结构的改变
,

以动脉硬

化为主要原因的动脉扩张性疾病以及以中小动脉闭

塞性疾病的发生率逐年升高
。

张健等在国内率先报

道了基质金属蛋白酶在动脉瘤形成和扩张过程中发

挥重要作用
,

且证实了炎性细胞是基质金属蛋白酶

的主要来源 ; 王春喜则系统报道了内皮素
、

一氧化氮

同 A s o 的发生
、

发展和临床分期的关系
。

9
.

2 静脉疾患的基础研究

围绕静脉瓣膜的修复与重建我国医务工作者已

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探索
,

包括自体静脉内翻瓣膜重

建
、

人工瓣膜的研制
、

自体或异体静脉瓣膜的移植
,

以及利用组织工程构建瓣膜支架并置人培养的静脉

内皮细胞
,

然而上述方法仍处于探索和实验阶段
,

均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

急性深静脉血栓形成有两种不

同的治疗方法
,

手术取栓和药物溶栓
,

急性期总体疗

效差异不大
,

大剂量溶栓药物 (尿激酶为代表 )以及

新型溶栓药物 (栓体舒为代表 )的出现
,

无疑是对传

统取栓手术的极大挑战 ;上海张柏根等对深静脉血

栓形成患者进行 了多基因调查及其分析
,

朱仕钦等

探讨了 D
一

二多聚体在急性深静脉血栓形成中的诊

断意义
,

梁发启等进行了红细胞形态学及其功能的

研究
,

段志泉
、

张强等进行了抗凝
、

溶栓治疗的系统

回顾和前瞻性研究
。

9
.

3 动物模型的探讨

相关疾病动物模型的制作
,

一直是血管外科研

究人员探讨疾病发病机理
、

变化规律以及寻求更有

效的治疗方法的安全
、

可靠的研究途径
,

我国学者在

这方面的研究
,

已跻身于 国际先进行列
,

边杰芳
、

张

浩等利用动脉结扎的方法分别在犬和家兔上成功地

制作成下肢缺血性模型
,

王春喜
、

金星等分别在国内

外率先制作出 A S O 家兔模型和血栓闭塞性脉管炎

大鼠模型
,

汪忠镐
,

舒畅等采用补片法成功的制作出

犬的腹主动脉瘤模型并对肾动脉平面上
、

下 的腹主

动脉瘤的腔内治疗进行了颇有成效的研究
,

张健等

则在大鼠上成功地制作出腹主动脉瘤模型
。

9
.

4 肢体缺血性疾病的基因治疗

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基因重组技术和越来越

完善的基因转染技术
,

使基因治疗肢体缺血性疾病

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

20 世纪 卯 年代提 出了

血管再生性治疗的概念
,

即通过向狭窄或闭塞的动

脉转移具有促进新生血管生长 的生长因子或基因
,

在缺血性肢体组织中建立新生 的血管网络
,

称之为
“

自体旁路血管
” 。

目前研究较多的目的基因主要为

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
、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和血

管生成素
,

郑卫
、

施雪妍等分别在犬和家兔肢体缺血

模型上转染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均取得了较好的

疗效
,

包俊敏等则在家兔肢体缺血性模型上成功地

转染了血管生长素
,

并取得较好的疗效 ;然而如何更

有效地转染 目的基因
,

仍然是今后努力探讨的问题
。

总之
,

在广大血管外科专业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

我国的血管外科事业在近 50 多年里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
,

但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
。

首先是基础和

临床研究工作仍十分薄弱
,

研究经费缺乏
,

研究人员

少
,

技术单纯
。

其次是从事血管外科的专业医生极

为匾乏
,

特别是在基层医院
,

大多数都是普外科医生

兼职
,

或者根本没有一个医生经过专门的血管外科

知识的培训
,

使得许多血管疾病在基层得不到及时

的诊断和治疗
。

再者
,

国内只有很少数大医院有独

立的血管外科分出
,

这同样阻碍了血管外科的进一

步发展
。

10 展望

在 21 世纪
,

世界血管医学将得到更加迅速的发

展
,

特别是基础研究方面必将有重大突破
,

尤其是基

因疗法将用于动脉硬化的防治
。

v EGF
、

DP GF 了r G F
、

IGF 等血管再生基因的 日益应用
,

基因治疗可望在

治疗缺血性病变中发挥重要作用
。

在防治血管再狭

窄方面
,

目前基因治疗的手段是外源基 因通过支架

或人工血管等转人病变血管内
,

用 以阻抑平滑肌细

胞的迁移和增殖
,

从而达到抑制内膜增生的 目的
,

其

代表基因有 KT 基因
、

bR 基 因
、

p 53 基 因
、

N ()S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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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血管医学的过去
、

现在和将来 329

等
。

在人工血管方面的研究上还会进一步加强
,

内

皮化人工血管
,

特别是骨髓和脐血干细胞内皮化人

工血管的研究将会更加深人
。

内皮化人工血管基因

修饰的研究将取得重大进展
。

随着新型高分子材料

的开发
,

合成血管的生物相容性
、

抗血栓形成和机械

特性将进一步改善
。

组织工程将在血管医学领域中

大有所为
。

更有效而少副作用 的纤溶方法必将出

现
。

抗血栓基因
,

如 t
队 基因

、

血管环氧化酶基因
、

eN O S基因等将有助于攻克血栓难题
。

新一代的介

人治疗设备的机械性能将进一步提高
,

植人装置和

技术会更加先进
。

血管外科将会出现概念性 的改

变
,

目前的许多大型手术将会被微创所替代
。

而且
,

介人治疗和手术将会有机地结合起来
,

以最大限度

地减轻病人的痛苦和实现更佳疗效
。

腹腔镜和胸腔

镜下进行血管外科手术的技术也会在 21 世纪得 到

进一步提高
,

此技术于 19 91 年在加拿大获得成功
,

并在逐渐推广
,

它的发展前景也甚为广阔
。

机器人

操作在外科手术将占有一定的地位
。

在 21 世纪
,

动

脉硬化导致的阻塞性或扩张性疾病的发病率将会增

多
,

以
“

富贵病
”

著称的血管系统疾病在本世纪上半

叶将发展成为国人血管疾病的主要病谱之一
,

这为

我国血管外科的发展和对该病的预防方法的研究提

供一个很好的契机
。

而且
,

随着国家科研经费的不

断投人
,

血管外科专业人员的增多
,

研究手段的更

新
,

我国血管外科在 21 世纪必将迎来灿烂的明天
。

(原文引用参考文献较多
,

因篇幅有限故全略

去
,

需者请与作者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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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技术提升我国重大突发安全事件应急能力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 目支持下
,

中国科学

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等单位科研人员自 4 月底

以来紧急开展了
“

国家 sA SR 疫情控制与预警信息

系统
”

应急研制工作
。

到 5 月 中旬
,

基本完成了
“

国

家 SA SR 疫情控制与预警信息系统
”

雏形开发
,

形成

了可业务运行的 SA SR 控制和预警地理信息系统
,

并于 5月中旬在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和卫生部卫生统

计信息中心迅速投人系统运行
,

产生 了良好的应用

效果
。

该系统的研制成功将有力推动地理信息技术

在国家重大突发卫生事件
、

传染病防治
、

人 口与健

康
、

减灾
、

反恐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

为国家重大突发

安全事件应急能力的提升发挥重要作用
。

(摘 自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委 员会简报 2 00 3 年第 巧

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