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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升主动脉造影示左锁骨下

动脉起始处闭塞（箭）。

图２　升主动脉造影晚期示左椎

动脉逆流（箭）至左锁骨下动脉。

图３　植入支架后升主动脉造影

示左锁骨下动脉通畅（箭），左椎

动脉血流正常（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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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迎春，王家平，闫东，袁曙光，韩正林，龚颖娜

【中图分类号】Ｒ８１５　【文献标识码】Ｄ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０３１３（２００５）０７０６４６０１

　　病例资料　患者，男，６５岁。因左侧肢体活动障碍

１天，伴左眼视物不清１４ｈ入院。查体：意识清楚，左上

肢血压为１２０／９０ｍｍＨｇ，右上肢血压为１６０／１００ｍｍ

Ｈｇ，左侧肢体肌力为Ⅳ级。头颅ＣＴ及 ＭＲ检查显示

左侧大脑脚近中线处腔隙性脑梗死，经颅多普勒超声

及血管造影显示左锁骨下动脉起始处闭塞（图１），左椎

动脉逆流（图２）。确诊为左锁骨下动脉窃血综合征。

介入治疗：局麻下经左肱动脉穿刺，置入６Ｆ动脉

鞘，插入６ＦＣｏｂｒａ导管至闭塞端，用导丝通过闭塞段，

导管经导丝过闭塞段，行升主动脉造影，再次确定闭塞

部位，测量闭塞段长度、与椎动脉的距离及锁骨下动脉

的直 径。经 造 影 导 管 置 入 Ｃｏｒｄｉｓ球 囊 扩 张 支 架

（６ｍｍ×１８ｍｍ），支架到位后，扩张球囊，释放支架。

术后置入５ＦＰｉｇ导管行升主动脉造影，见左锁骨下动

脉通畅，左椎动脉血流正常（图３）。术后给予激素、扩

血管及抗凝治疗。双上肢血压差小于５ｍｍＨｇ，临床症

状逐渐好转，未出现并发症。

讨论　锁骨下动脉窃血综合征是由于锁骨下动脉

或无名动脉近侧闭塞，引起患侧椎动脉逆流，导致椎基

底动脉缺血而引起的一组临床表现，如眩晕、肢体轻瘫、

视觉障碍及共济失调等，患肢动脉搏动减弱，血压低于

健侧为特征性表现。由于此病引起椎基底动脉系统缺血，为防

止病情恶化，应尽早治疗。外科手术治疗的并发症多，病死率

高［１］。近年来，经皮血管腔内成形术和支架置入术被广泛用于

锁骨下动脉窃血综合征的治疗，其具有微创性、安全性高、并发

症少及疗效确切等优点［２］。此术成功的关键在于：①选择合适

的支架及支架的准确定位。要求术前准确测量闭塞段的位置、

长度、距椎动脉开口的长度及锁骨下动脉的直径，可根据相应

的骨性标记或用 Ｍａｐｒｏａｄ定位，不能覆盖椎动脉开口。笔者采

用Ｃｏｒｄｉｓ球囊扩张支架，可达到球囊扩张与支架释放同时完成

的效果，与自膨式支架相比，具有支撑强度大、不易回缩及可经

过造影导管释放的特点；②对锁骨下动脉开口处闭塞者，从肱

动脉入路，可提高导丝通过闭塞段的概率；③术中务必手法轻

柔，尽量减少导管通过闭塞段的次数，以减少栓子脱落等并发

症。

（注：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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