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径感染。» 穿刺时应尽量避开胆系或肾收集系统, 以

免造成胆瘘或尿外渗,当肾上极囊肿接近肺底时, 患者

要取俯卧位,不宜垂直进针, 应采用侧方进针,以免损

伤肺组织和引起气胸。¼穿刺时应避免从大囊肿的最
膨胀处进针, 因该处囊肿张力大, 可能会引起囊肿破

裂[ 4]。对肾上、下极凸出于肾外的较大囊肿尤应注

意,此时宜选择张力小的部位或从周围有肾实质区进

针。 ½穿刺时最好一次性穿入囊腔,避免反复穿刺,因

为反复穿刺易引起乙醇外渗至囊外引起剧烈疼痛。¾

抽吸囊液过程中针尖要固定好,不要随意上下抽动,尤

其在抽取囊液后, 囊腔塌陷, 如移动针尖可造成针尖移

出囊外或插入肾实质[ 5] ,此时注药可引起剧痛或血尿。

¿将无水乙醇注入囊腔时速度要缓慢,太快会引起较剧

烈的腹痛。À保留乙醇注入前应将原注入乙醇尽可能
抽尽,因为抽囊液后注入的无水乙醇已与囊壁充分接

触,造成囊壁细胞的死亡,而坏死物质聚于囊腔内可形

成无菌性炎症反应, 引起疼痛不适和发热等症状[ 2]。

首次冲洗抽出的浑浊絮状物为变性坏死的囊壁上皮细

胞,所以应冲洗至抽出液清亮, 尤其\300 m l的囊肿,

因其囊腔大, 变性坏死的囊壁上皮细胞多, 应反复冲

洗。

总之, 肾囊肿 CT 导引下穿刺硬化剂治疗方法简

便,疗效好,可使患者免除手术之苦,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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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胃大弯侧可见一囊袋, 边缘光滑,

大小可变,一端与胃大弯以细长蒂管相

通,见稀薄钡剂进入, 另一端为盲端。

作者单位: 137400  内蒙古,乌兰浩特人民医院放射科(王国祝、吴鸿举) ,普外科(图布新)
作者简介:王国祝( 1960- ) ,男,内蒙古人,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胃肠道造影工作。

#病例报道#
胃重复畸形一例

王国祝, 图布新, 吴鸿举

=中图分类号> R816. 5; R573; R656. 61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 1000-0313( 2004) 05-0359-01

  病例资料  患者, 男, 37 岁,因上腹部

持续性隐痛就诊。查体: 胃区压痛。上消

化道双对比造影示胃大弯侧一带蒂囊袋

影,其内见稀钡剂充填, 并隐约可见不规

则细小粘膜像, 囊袋大小随体位而改变,

周边光滑, 约 4. 4 cm @ 5. 3 cm。清晰可见

一条细长蒂管与胃大弯相连通, 长约

1. 2 cm。囊袋另一端呈盲端(图 1)。诊断:

胃重复畸形或胃大弯侧憩室。

手术所见: 腹膜后可见介于胃、胰头

及胰尾间的半游离囊性肿块, 与胃以长蒂

相连,包膜光滑完整, 与邻近器官无粘连,

囊腔内见稀薄钡剂附于囊壁上, 囊壁结构

似胃粘膜, 纵向剖开呈中空管状, 内壁附

着少许钡剂并与胃腔相通。病理诊断: 胃

重复畸形。

讨论  胃重复畸形为胚胎发育阶段

空化不全所致,胚胎期消化道由两个空泡

行列融合为一个,若两个空泡行列能沟通

融合为一, 此段胃肠道可分为二部分: 其

一为主腔, 与整个胃肠道相通; 另一侧形

成两端闭合的重复胃肠段, 平行依附于主

要胃肠管成为主腔相通, 形成憩室, 或不

相通而形成囊肿。其特点为好发于胃底、

胃体、偏大弯侧部位的多不与胃腔相通的

囊肿,囊腔内含有液体, 囊壁有粘膜及肌

层。粘膜不一定与起源处组织相同, 常可

含有胃粘膜, 若与肠道相通, 分泌物则灌

入肠道, 反之分泌物在囊内聚积, 达到一

定压力可致粘膜受压坏死。这种胃肠道

重复可发生于消化道任何部位, 形态、大

小各异。多发于婴儿及儿童, 也可见于成

人,重复胃多见于成人。本例最大特点为

囊腔与胃大弯有一细长蒂管相通, 而不是

以狭颈和/或宽基底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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