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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估由枣核引起的食管穿孔患者进行非外科手术治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方法       回顾性

分析该院 2017 年 4 月－ 2019 年 3 月收治的由枣核引起的 6 例食管穿孔患者的临床资料，均进行非外科手术

治疗，其中 3 例穿孔部位位于食管颈段，1 例位于胸段，2 例位于腹段。3 例食管颈部穿孔留置胃管并应用内

科保守治疗，1 例胸段穿孔应用钛夹闭合，2 例行覆膜支架置入术。结果    6 例患者均恢复良好，未见有明显

不良后果。结论    由枣核引起的食管早期穿孔，非外科手术治疗也是一种可以考虑的临床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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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穿孔是临床上较为少见但可引起严重后果

的疾病，如不能早期诊断及治疗，病死率为 10% ～ 

46%[1]。临床上较为常见的原因有异物、肿瘤、外伤

及医源性操作造成的穿孔及自发性食管穿孔。以往

食管穿孔行外科手术是治疗的金标准。但是，随着内

镜技术的成熟，越来越多的文献报道食管穿孔可以

经由内镜下治疗，比如金属夹、金属支架等 [2-3]。本

科 2017 年 4 月 -2019 年 3 月共收治由枣核引起的食

管穿孔 6 例，3 例穿孔部位位于食管颈段，1 例位于

胸段，2 例位于腹段。全部采用非外科手术治疗，其

中 3 例采用内科保守治疗，2 例行支架置入治疗，1 例

行钛夹治疗，均获得了较好的临床治疗效果。现报道 

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患者共 6 例。其中，男 3 例，女 3 例，年龄

51 ～ 82 岁，平均（69.0±10.8）岁。全部患者都有明

确的误咽异物史，均在胃镜检查前行胸部 CT 或者是

上消化道造影检查明确异物诊断，颈段3例，胸段1例，

腹段 2 例。其中 2 例在胃镜检查前已经考虑为穿孔，

其余4例在胃镜下取异物术中发现。患者表现为疼痛、

进食困难或进食后疼痛加剧，胃镜检查术后有 2 例皮

下气肿。24 h 内明确诊断者 6 例。

1.2    方法

食管穿孔治疗见图1。根据穿孔部位及缺口大小，

                     A                                                         B                                                              C                                                        D

A：枣核异物；B：取出术中食管穿孔；C：钛夹闭合；D：支架置入并钛夹固定

图 1    胃镜下所示

Fig.1    Endoscopic removal of foreign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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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管异物中枣核是比较常见的。由于临床表现

比较明显，大部分医院一般是在内镜下取出，取出时

可以实时观察食管黏膜损伤程度及有无穿孔，如术中

不能确定，一般可以行泛影葡胺造影及胸部 CT 检查，

绝大多数可以在早期明确诊断。既往文献 [9] 报道，枣

核引起的穿孔绝大多数行外科手术治疗，一般采用食

管修补术。食管颈段是食管腔最狭窄部分，相较其他

部位，枣核更容易在该处嵌顿。食管颈段由于位置表

浅，引流较容易，没有解剖空腔，穿孔后易于包裹局限。

因此，近年来颈段食管的穿孔治疗多采用局部引流、

禁食和营养支持等保守治疗 [10]。

而腹段食管穿孔则对患者的危害比较大，早期闭

合瘘口、加强对胸膜腔引流，是整个治疗的关键。本

科应用金属支架闭合并重建了消化道的完整性。从治

疗效果上来看，结局较好。因为是良性穿孔没有狭窄，

金属支架治疗最常见的术后并发症为支架移位。目前，

临床上较为常用的固定方法为索引绳体外固定。有研

究 [11-13] 表明，金属支架的移位率为 24% ～ 37%。笔者

在金属支架置入后，利用钛夹进行食管腔内固定，使

支架相当于悬挂在食管壁上，从而避免了支架移位。

本科 2 例行覆膜支架置入术，支架没有移位，这种方

法并没有增加额外的器械，可以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

步使用并进行总结。

在内镜下进行钛夹夹闭穿孔部位，目前文献报道

部位穿孔多小于 1.5 cm，但也有报道表明穿孔部位直

径达到 4.5 cm，这些病例均成功应用钛夹闭合 [4]，但

只针对伤口周围组织没有明显炎症与水肿的病例该方

法才较为实用。因为一旦发现异物应该在 24 h 内进

行处理，越早越好，在内镜下如果发现穿孔，则可直

接进行治疗。

枣核引起的食管穿孔在内镜下处理后，所有患

者都应住院进行密切观察。根据指南，当患者穿孔的

时间较长、胸腔或纵隔有新的积液或者是渗出、患

者出现了并发症等情况时，提示可能需转外科行手术

治疗 [14]。

综上所述，不是所有的食管穿孔均需外科手术治

疗，在早诊断的基础上，对于病情较为平稳的患者，

也可以考虑进行非外科手术的保守治疗。非外科手术

治疗创伤小，花费少，预后相对也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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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A：造影示支架及钛夹；B：胸部 CT 示支架及瘘口

图 2    影像学检查所示

Fig.2    Imaging examination of upper digestive tract and 

chest

3    讨论

食管穿孔虽然在临床上少见，但却是消化道最

严重的急症之一。临床上早期识别非常重要，多篇报

道 [4-6] 指出，如果诊断可以在 24 h 内得到明确并得到

积极的治疗，死亡率将明显下降。食管穿孔后，食管、

胃肠道的消化液及微生物可以经由穿孔部位进入纵隔

或是胸膜，从而引起相应部位的感染，甚至是败血症，

引起多器官功能障碍，以致危及患者的生命 [7]。处理

原则主要是有两方面，一是尽快重建食管腔的完整性，

二是处理管腔外的污染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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