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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外科发展的挑战和机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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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血管疾病发病率逐年增长，在医学者的不断研究和先进设备的不断出现，
近年来血管外科学迅速发展起来，很多的临床医师掌握了新的技术和方法，为很多的血管疾病患者挽救了生命。基于血管外科
学的发展状况，本研究在此对血管外科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做了简要的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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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外科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涉及的范围非常之广，
是外科学的其中一门学科，临床上主要是防治、诊断并治疗
人体外周血管疾病。我国的血管外科起步比较迟，在二十世
纪以前，医疗界对于血管方面的疾病甚至一筹莫展，直至
1963 年，钱允庆和陈中伟两位学者成功进行了世界第一例的
断肢再植术，为我国的血管外科开辟了先驱，接下来，随着
应用球囊扩张狭窄的肾动脉治疗肾血管性高血压、应用支架
治疗布加综合征以及应用支架型人工血管治疗腹主动脉瘤等
一项项技术取得成功，我国的血管外科才取得了飞跃式发展。
在这发展过程中，认识了原来不了解的许多血管疾病，很多
的医疗者也了解并掌握了多种高难度的血管手术。那么，在
将来，血管外科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机遇，本文在此进行
了一些简单的探讨。 

1 静脉性疾病 

在血管外科，静脉性疾病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这种
类型的疾病血流动力学比较特别，且病理生理也比较复杂，
以往虽然也采用了很多治疗方法，但是此类疾病容易复发，
临床处理起来非常棘手。在 Kistner 提出原发性深静脉瓣膜功
能不全理论后，医学界重新认识了下肢静脉曲张的原理。认
为深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在下肢静脉疾病中占了一大部分。随
着认识的加深，以及深静脉瓣膜重建术的革新，为原发性静
脉瓣膜功能不全患者改善了生活质量。但也应该认识到，不
管要不要行深静脉瓣膜重建，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性疾病时，
首先都要对曲张浅静脉与交通支静脉进行处理，但是原来采
用的技术会给患者造成一定的损伤，比较严重的还会造成皮
肤溃疡。我国是布加综合征的高发地，在临床上按照不同的
病理类型，采用介入治疗、人工血管转流术等措施进行治疗，
对于这种病症，我国的治疗方法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  

2 动脉疾病 

近年来肾动脉平面以下腹主动脉瘤手术经验比较丰富，
且并发率和死亡率也有所下降。但在治疗胸腹主动脉瘤上，
只有一些临床经验比较丰富的血管外科专家才能做到；在血
管外科，夹层动脉瘤的手术治疗仍是高难度的一种技术，它
严重威胁着患者的生命；随着血管材料的不断改进和技术水
平的提高，Ⅱ型夹层动脉瘤的治疗具有很高的成功率；而在实
施Ⅲ型夹层动脉瘤手术时，对吻合口出血的处理仍是最棘手
的问题，可以使用经过改进的套扎吻合法让吻合口更加安全。
大部分人采取的手术方式仍是将降主动脉破口段切除，不过
也有人建议把有夹层病变的主动脉段全部切除，不过这样创
伤比较严重；另外，如何才不用截瘫也是一大难题，虽然可
以采用重建肋间动脉和引流脊髓液的方法来加以保护，但效
果仍不明显。这几年来采用的介入法行支架型人工血管降主
动脉破口封堵术，近期疗效还不错，如果在进一步研究下希
望具有理想的远期疗效。将来对于Ⅲ型的夹层动脉瘤病变，
有的则需行主动脉瓣膜置换，国外已经有人能完成全主动脉
置换，我国也有人在试验这种手术。而且国外也有人借助腹
腔镜实施了腹主双股动脉人工血管搭桥术。 

有资料显示，有一部分的脑梗塞是由于颅外段颈动脉粥
样硬化性发生病变而引起的，但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实施颈
动脉内膜剥脱术术式并不难，如果是颅内 Willis 循环没有完

整的患者，可以采用颈动脉转流管进行保护，但对于没有症
状的颈动脉狭窄患者，要不要先行预防性手术，各抒己见。
虽然临床上很多医生都喜欢采用颈动脉支架置入术，但其严
重的并发症仍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在临床上，经常会见到下
肢动脉粥样硬化闭塞或者狭窄，对于狭窄性病变一般采用自
体静脉或者人工血管搭桥术进行治疗。如果是多节段、多平
面出现堵塞，仍要采用序贯搭桥术。临床上采用血管内皮细
胞生长因子基因可以促进血管新生的机理，有人建议可以采
用“分子搭桥术”，让患者看到一丝希望，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 腔内血管外科学 

腔内血管是血管外科发展的一大主题，近年来采用的微
创术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其中包括：（1）球囊扩张、激光再
通术以及斑块旋切术；（2）通过导管实施的栓塞术或者溶栓
术；（3）超声波消融术。这种方法是采用破坏机械、声波成
洞作用的原理，它不但能消融血栓，也可以消融和再通动脉
硬化性斑块阻塞，目前医学界还在研究体外超声波消融术，
相信此术更有应用价值；（4）血管内支架置入术。置入支架
后，主要面临的问题仍是内膜增生，虽然临床上采用了血管
内射线照射等一些办法来加以防范，但当前正在研究的可生
物降解与携带抗细胞增生物质的支架则更有潜力；（5）支架
型人工血管的应用。可以用来治疗动静脉瘘，不过目前普遍
用于治疗各种动脉瘤。目前应用经验最丰富的属肾下型腹主
动脉瘤，不过应用时间不长，远期疗效还不明确。有关学者
在跟踪调查中发现，置入支架人工血管后，瘤体还在增大，
而且还有患者发生破裂，这主要和支架移位、内漏、放置后
扭曲、成角等形体的变化相关。对于一些采用传统手术比较
有难度的疾病，如Ⅲ型夹层动脉瘤，行降主动脉破口封堵术
在当前获得的效果还不错。近来我国还有学者对夹层动脉瘤
破口发生于升主动脉者的放置获得成功。 

4 对血管外科未来的展望 

在本世纪，血管外科将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尤其在基
础研究方面，相信会有前所未有的突破。随着各种血管再生
因子的逐步应用，在治疗缺血性病变疾病中基因治疗将会发
挥它的作用。在对血管再狭窄的防治中，通过人工血管或者
支架把外源基因转到病变血管中，用来阻滞平滑肌细胞的迁
移和增殖，对内膜增生起到抑制作用。不过基因治疗的主要
瓶颈仍是载体系统，相信随着载体系统的发展，会使基因治
疗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和内膜增生的
有关研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腔内血管外科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颈动脉狭窄的介入治
疗其严重的并发症仍需要等待介入法和保护装置的进一步改
善。随着介入治疗设备的革新和计算机性能的改进，腔内介
入治疗法会更加可靠和精确，植入装置和技术水平也会得到
提高。微创术将会完成各种各样的大型手术。在腔镜下实施
血管外科手术技术也会取得更大的进展，它不仅拥有腔内治
疗的优越性，而且对于比较复杂的情况还可以得到处理，让
腔内支架型血管治疗的一些局限性得以克服。另外，在血管
外科手术中，采用机器人辅助的腔镜外科也会占有一席之地。 

虽然干细胞的研究才刚起步，但已经显示出有很大的潜



International Nursing Medicine，国际护理医学( 2 )  2020，02                         ·综述· 

·92· 

能，它将会代替成人血管种子细胞而成为最好的组织工程细
胞。内皮化人工血管，尤其是关于骨髓和脐血干细胞内皮化
人工血管方面的研究将会更进一步。在新型高分子材料的不
断开发下，合成血管的相容性、抗血栓形成以及机械特性将
得到改善。那么，在血管医学中，组织工程是否能发挥其作
用，将来能否克隆出不同口径的静脉与动脉，我们期待着。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广大医疗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下，近半个世
纪以来我国的血管外科事业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基础工作
和临床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改进。在目前，血管外科方面的
医生还比较缺乏，尤其是在基层医院，很多的血管外科疾病
不能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延误了病情。另外，我国的很

多医院尚未设立专门的血管外科，这也是阻碍血管外科学前
进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在本世纪血管系统方面的疾病将会
成为我国的主要疾病之一，这也促进了血管外科的进一步发
展。相信随着我国血管外科人才的增加和政府科研经费的大
力支持，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和医疗工作者的不断努力
下，我国血管外科将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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