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肿瘤学杂志
!"#!

年第
$%

卷第
&

期

'()*+,- (. /01+232 4+5(-(678!"$!89(-:#%8;(:&

基于门静脉区域分布的右前叶肝脏!亚"段
切除 <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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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目的& 探讨右前叶肝脏"亚'段切除的手术方法( %方法& 根据前期影像资料分析将右前叶
分为两个部分)腹侧段*

=%D!=N

$和背侧段*

=%F

$+ 回顾性分析
!LL<

年
!

月至
$L

月根据此分段方法
成功实施单独及联合其他部位的右前叶肝脏亚段切除术

<

例的临床资料( %结果& 本组患者术后
均恢复良好!无胆瘘,出血,腹水等并发症发生!术中无输血+ 标本切缘均为阴性+ %结论& 根据肝内
门静脉区域分布将右前叶肝脏分为腹侧段和背侧段符合肝脏的解剖生理!在某些情况下可实施精
确的右前叶肝脏*亚'段切除!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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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术前肝功能检测方法及对肝脏解剖和肝癌

生物学特性的逐步了解! 以肝段为肝切除的基本单

位日益得到关注+ 国外一些作者还提出了肝脏的亚

段切除%

$

!

!

&

+ 我们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根据肝内门

静脉的分布走形! 将右前叶分为两个部分) 腹侧段

*

=%D!=N

'和背侧段*

=%F

'!并自
!""<

年
!

月至
$"

月

根据此种分段方法成功实施单独及联合其他部位的

右前叶肝脏亚段切除术
<

例!现报道如下+

$

临床资料

!"!

一般资料

本组皆为男性!年龄
MO#&!

岁!平均
N&

岁+肝功

能分级)

/01-F A

级
&

例!

E

级
!

例+ 有乙型肝炎病史

者
O

例+术前检查均显示无明显手术禁忌证+具体手

术部位及例数!见表
$

+

!"#

肝脏右前叶分段方法

我们前期分析了
O"

例活体肝脏移植供肝影像

资料后提出 %

M

&

!右前叶肝脏
=%

段的门静脉分为
J%D

*腹侧支'和
J%F

*背侧支'!两支的大小相似!且
=%

段的腹侧段静脉回流至肝中静脉!

=%

段的背侧段静

脉回流至肝右静脉+

=N

段的门脉
JN

大多发自门脉

右前支或
J%D

+ 据此我们将右前叶分为两个部分)腹

侧段*

=%D!=N

'和背侧段*

=%F

'+ 根据此种分段方法!

对于涉及右前叶的肝脏肿瘤可以进行精确的肝段甚

至亚段切除! 此方法与
/()1+,)F

分段方法的对比!

见表
!

+

!"$

手术方法

解剖肝门板!游离出右肝蒂!继而游离出右前肝

表
$

右前叶肝脏!亚"段切除术

部 位 例数

右前叶
=NV=% $

腹侧段
=NV=%D !

背侧段
=%F $

亚段
=%D !

/()1+,)F

分段上段
=% $

/()1+,)F

分段下段
=N $

联合肝段 左半肝
V=%D $

表
!

肝脏右前叶分段方法对比

部位
/()1+,)F

分段 本组的分段

右前叶 上段
=%

腹侧段
=%D V =N

下段
=N

背侧段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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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用
'()*

或
+,--.

钳打开部分肝实质"根据术前的

影像学定位"辨明走向"以右前肝蒂为基线"游离出

向腹侧的
/0

支和
/%1

支! 若病变位于背侧"则在右

前肝蒂的背侧游离出
/%2

支!根据荷瘤肝段的位置"

动脉钳阻断所属荷瘤肝段的肝蒂" 电刀标记结扎后

的肝脏表面缺血线!松开动脉钳"用橡皮筋轻轻提起

该肝蒂" 直视下用
!"3

套管针穿刺该肝蒂门静脉"

拔出针芯! 针抽取美蓝后注入所属荷瘤肝段的门静

脉并结扎该肝蒂!使得欲切肝段或亚段染色"根据染

色范围确定术中肝脏切除平面的界限#

4

$

! 术中注意

/%1

与
/%2

的分岔处"有时会遇到
/%

段多个分支的

情况%外侧支和内侧支&"此时可试阻断门脉分支观

察缺血性范围!若仅行
5%1

段的切除"术中可根据引

流
5%

段的静脉
67%

走形与
/%1

和
/%2

之间的规律

做出定位标志!若行
5%2

段的切除"则在充分游离右

侧肝脏韧带后将肝脏向左侧掀起"首先结扎阻断
/%

后标记出缺血线" 继而结扎阻断
/%1

或
/%2

分支再

次标记出缺血线"将美蓝注入荷瘤肝段染色! 若
/%2

难以注入美蓝标记"可染色
/%1

"行反向标记范围手

术切除! 若手术未涉及
50

段"则术中尽量保护回流

至肝中静脉的分支!

/0

段大多起自右前支或
/%1

"有

时我们也会遇到
/0

支起自右后支的情况! 因此"在

行包括
50

段切除时的肝段切除时"术前评估时需有

充分认识"必要时解剖出右后肝蒂"欲结扎来自右后

段的
/0

支"根据缺血线作出判断! 若手术涉及到联

合肝段或亚段的切除"方法同上!对于涉及右前叶肝

脏的手术"术中始终把握着右前叶肝蒂作为基准线"

向腹侧和背侧段寻找三级或三级以上肝蒂" 将右前

叶分为腹侧段和背侧段"强调以肝中静脉和引流
5%

段的静脉作为定位标记!可实现肝段或亚段的切除!

!!"

结 果

本组均成功实施了肝段%亚段&的切除术! 术后

均未发生胆瘘'出血'腹水等并发症!术中无输血"术

后患者均恢复良好! 标本切缘均为阴性!

!

讨 论

右前叶肝脏由于存在复杂的门静脉分布走形"

特别是三级或三级以上的门静脉分布!因此"行解剖

性的肝段或亚段切除存在一定的困难!

'8(9:*(2

依

据肝静脉和门静脉右支将右前叶肝脏分为
50

段和

5%

段 " 但在外科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外科手术与

'8(9:*(2

分段不符的情况" 增加了外科解剖定义的

理解与实际分段的难度!在涉及肝脏亚段切除时"则

更为困惑#

0

$

! 由于引流
5%2

段的静脉大多回流至肝

右静脉"引流
5%1

段的静脉大多回流至肝中静脉(

/0

大多发自门静脉右前支或
/%1

"引流
50

段的静脉大

多回流至肝中静脉!因此"将右前叶根据门静脉的右

支划分为
50

和
5%

段并非完全符合肝脏的实际解剖

情况"在外科分段上不尽完善"在某些情况下无法很

好地指导外科手术的实施#

;

$

! 我们根据门静脉区域

分布"将右前叶肝脏分为腹侧段%

50<5%1

&和背侧段

%

5%2

&"则能很好地解决肝段或亚段的外科手术!

右前叶肝脏是肝癌的高发部位" 而我国的大多

数肝癌患者合并有肝炎'肝硬化! 因此"在外科治疗

上"我们需要更多地注意患者术后残肝功能"以肝段

为本的肝脏切除术能更好地符合肿瘤根治原则! 为

了更好地保护残肝功能"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实施了

肝脏亚段的切除"更能体现精准肝脏外科原则!从我

们有限的经验来看" 将肝脏的右前叶分为腹侧段和

背侧段来实施肝段或亚段的手术" 术中关键是辨明

/%1

和
/%2

的分岔处! 在此处"从尾侧向头侧来看"

/%1

向腹侧发出"

/%2

向背侧发出" 门脉的右前支作

为一个基准线"从而提供了外科切除的平面"能够精

确到肝脏亚段的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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