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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房间隔缺损与心房颤动之间关系的研究

骆儒光　赵继义

摘　要　房间隔缺损为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病，由于血液分流易引起房性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并发症，而且房间隔缺损合

并心房颤动会使脑卒中风险增高，需要更为积极的抗凝治疗。行介入封堵或外科修补术后，可以减少心律失常等并发症的发

生。本文就房间隔缺损与心房颤动之间关系、病理生理机制以及房间隔缺损合并心房颤动脑卒中风险与治疗等方面进行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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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房颤动（以下简称房颤）为临床常见的心律失
常且易复发，并需要抗凝治疗，房间隔缺损（以下简

称房缺）患者房颤发生率明显增加，并且增加梗死风

险。很多房颤合并房缺患者在尝试药物转复、电转复

等治疗方式失败后而成为永久性房颤，影响生活质

量，而临床上发现很多房缺封堵术后患者房颤更容易

转复并维持窦性心率。

一、房缺与房颤

房缺为临床上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畸形，Ｏｚｃｅｌｉｋ
等

［１］
发现新生儿房间隔缺损总发生率为 ７８．６％，在

出生后第１年末总体自发性闭合率为 ９６％，这主要
是原始房间隔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出现异常，左心房与

右心房之间留有缺损。由于早起左心房压力大于右

心房，可出现心房水平存在左向右分流，继而引起

相应的血流动力学改变，随着时间的延长，右心房

压力增加，出现右向左分流，并有紫绀等症状，称为

艾森曼格综合征，儿童时期可没有症状，活动亦不

受限制，一般直到青年时期才表现有气短、心悸、四

肢无力等。

房颤是最常见的持续性心律失常，能使心血管疾

病的发生率与病死率增加，且随着年龄增长房颤的发

生率不断增加。房颤发生时心房因无序电活动而使

心房收缩能力下降，快速房颤时，心室率增快且不规

则，导致心脏泵血功能下降，长期房颤也可使心脏结

构发生重构。房颤还与冠心病、高血压病和心力衰竭

等疾病有密切关系。

临床上未行房间隔缺损修补术的患者，随着时间

的延长绝大多数患者症状加重，并常出现房颤、心房

扑动等心律失常。年龄、高血压、肥胖、心力衰竭等都

是房颤发生的危险因素，其中年龄尤为突出，普通人

群中房颤的发生率约为 １％ ～２％，随着年龄的增加，
５０年后的发生率增加 １倍［２，３］

。而对于房缺患者来

说，房颤的发生率更高，小于 ３０岁的患者发生率为
２％，５０岁为 １５％，７０岁 ＞６０％［４］

。由此可见，房缺

患者相对于正常人来说，房颤的发生年龄更加年轻，

发生率也明显增加。

二、房缺修补术对房颤发生率的影响

房缺修补术可以降低房颤的发生率，对于那些合

并阵发性房颤的房缺患者来说，房间隔缺损修补对于

术后维持窦性心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患者甚

至可以长期保持窦性心律
［５］
。除了阵发性房颤患者

之外，对于一些合并永久性房颤的患者，房间隔缺损

修补术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Ｇｉａｒｄｉｎｉ等［６］
发现，房

间隔缺损修补不仅可以使有阵发性房颤的患者在术

后未抗心律失常治疗的情况下维持窦性心率，而对于

那些封堵术之前患有永久性房颤的患者来说，在封堵

术之后行电复律或者药物复律也有可能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保持窦性心率。

然而也有研究指出，房缺修补术后房颤发生率

增加。任静等
［７］
研究发现房缺外科修补术后，可引

起快速房性心律失常，这可能与手术瘢痕引起的折

返环有关。Ｋｙｏｕｎｇ－Ｍｉｎ等［８］
研究发现以前有房颤

病史或者年龄超过 ４８岁会增加封堵术后房颤的发
生率。

由此可见，修补术或许不能完全杜绝房颤的发

生，而且与修补方式相比，年龄以及既往房颤病史对

术后房颤的发生起更大的作用，因此应该尽早对房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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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封堵治疗，以减少房颤的发生率。

三、房缺患者并发房颤及封堵术后房颤发生率减

少的病理生理机制探讨

对于房颤发生机制的研究从未停止，也提出过很

多学说，而目前尚无明确的定论。现在主流的学说主

要有３种，包括多发子波折返假说、主导折返环伴颤
动样传导理论、局灶激动学说。没有哪一种学说能够

完全解释房颤发生的机制，因此很多人认为房颤的产

生是由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哪种学说，都

伴随着心房结构重构及电重构，这也是房颤维持的基

质，而房缺本身也会引起心房重构及电重构。

１．房缺患者心房重构：随着年龄的增加，房缺患
者的心脏结构及功能都会发生改变。陈勇等

［９］
发现

房缺患者心脏机械功能减低，作者选取 ４０例房缺患
者为病例组，３０例健康志愿者为对照组，通过超声心
动图按照指南要求进行检查和测量，结果发现左心房

及右心房前后径和左右径都增加。房缺患者早期由

于左心房较右心房压力大，血液由左向右分流，右心

容量负荷增加，随着时间的延长，右心房压力超过左

心房，可使血液由右向左分流，发展到艾森曼格综合

征。另外由于右心房的容量负荷增加，使肺循环血量

增加，从而导致左心的容量负荷也增加，进而全心增

大。心脏结构的改变也影响窦性心律的维持。吕品

等
［１０］
选取８０例行射频消融术的房颤患者，应用心脏

彩超测量左心房及左心室内径等指标，以此来分析心

脏机械功能指标与房颤射频消融术后复发的关系，结

果显示复发组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左心房最大容积

指数均显著高于未复发组。Ｏｓｍａｎａｇｉｃ等［１１］
也发现

对于左心房球形指数与房颤电复律后复发有明显的

相关性。除了左心房结构的改变以外，闻松男等
［１２］

研究发现，对于房颤合并左心房增大并行射频消融术

后的患者，右心房增大，房颤复发率增高。可见左右

心房对房颤的复发都有影响。

心房结构重构主要表现为心肌细胞的变化和心

肌间质的变化。心房肌细胞超微结构的改变和心肌

间质纤维化都可能会引起局部心肌电活动传导异常，

减慢激动传导速度，改变传导路径，使房颤启动和持

续的可能性增加。心肌动作电位的传导是由缝隙连

接蛋白介导的，而缝隙连接蛋白也可发生结构重构，

研究表明 Ｃｘ４０（连接蛋白 ４０）表达会影响心房组织
的传导性，并使房颤易于发生，可形成微小传导阻滞

区的产生，形成微小折返环路，诱发房颤发生
［１３］
。

２．房缺患者电重构：房缺患者随着心脏结构重

构，心房机械功能减低，心房电机械延迟（ＡＭＥＤ）值
升高，随着左心房的内径和容积增大，进而导致窦房

结传到时间延长和不均匀性扩布，ＡＭＥＤ延长和窦房
结冲动不均一传导是房颤的电生理特征

［９］
。Ｍｏｒｔｏｎ

等
［１４］
选取１３例患有房缺（右心房增大）的患者为病

例组，１７例（右心房正常）为对照组，结果发现病例组
Ｐ波时限较对照组更长，窦房结恢复时间更长，并且
诱发房颤的比例更大，房颤持续时间更长。长期较重

的右心负荷使右心房重构，进而引起电重构。

电重构的主要表现是心房肌有效不应期（ＥＲＰ）
缩短，ＥＲＰ不均一性和 ＥＲＰ频率适应不良。Ｐａｎｄｏｚｉ
等

［１５］
发现房颤患者右心侧壁的 ＥＲＰ缩短较顶部、间

隔部明显，说明心房各部位发生电重构的程度不一，

导致 ＥＲＰ不均一性的形成。心房有效不应期和动作
电位时限缩短，不应期离散度的增加等都有利于房颤

的持续。

３．房缺患者行房间隔缺损修补术后心脏重构：房
缺患者修补术后，心房水平血液分流被阻断，心脏结

构也发生改变。有研究发现房缺合并肺动脉高压的

患者在行封堵治疗后，左心房前后径变小，射血分数

增加
［１６］
。除了左心结构改变以为，Ｙｉｌｍａｚｅｒ等［１７］

通

过对２５例行封堵治疗的房缺患者随访发现，在封堵
后２４ｈ～６个月内，右心室直径就一直在缩小。Ｆａｎｇ
等

［１８］
选取了 ４４例患有房间隔缺损并行封堵术的患

者，通过术前与术后 ３个月的对比，右心房的内径有
了显著的减小，房间隔缺损经过封堵治疗之后，左心

房向右心房分流途径被阻断，使得右心房容量负荷下

降，进而使右心房回缩，心房重构。另有研究表明，在

房缺患者封堵术 ３个月后，心电图示 Ｐ波离散度
（Ｐｄ）及 Ｐ波最大时限（Ｐｍａｘ）较术前都有所减小［１９］

。

心脏结构重构及电重构或许与房缺并永久性房颤患

者封堵术后，经转复治疗后可维持窦性心律有一定的

相关性。

四、房缺患者并发房颤的诱发因素

Ｏｌｉｖｅｒ等［４］
选取２８６例年龄为 ３９．５±１９．０岁的

患者，将其分为两组，其中一组９４例患者未行房间隔
修补术，另一组１９２例患者在本次研究之前就已进行
房间隔修补术，而且年龄相比第 １组更加年轻，随后
经过追踪调查，患有房颤的患者年龄更大 （Ｐ＝
００００）、肺动脉压力更高（Ｐ＝０．００１），右心室（Ｐ＝
０００３）与左心房（Ｐ＝０．０００）更大。

从此项研究来看，年龄与房缺患者发生房颤的相

关性最高，随着年龄的增加，房颤的发生率也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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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高，而且对于年龄 ＞４０岁的患者，手术治疗相对于
药物保守治疗所取得的效果更为显著。另外左心房

内径与房颤也有较高的相关性，由于缺损的存在，并

且左心房的压力大造成左向右血液分流，肺循环的血

液量增加，使心房的负荷增加，随着时间的延长，左心

房容积变大，而房颤的发生率也随之增加，但长期的

房颤也会导致心房增大，所以两者可以互为因果。房

室瓣反流也是房颤发病的一大助因，Ｏｌｉｖｅｒ等［４］
发现

近１／３的患者有中度或重度三尖瓣反流，这可能与房
缺引起左向右分流，右心房压力增大有关。

五、房缺合并房颤患者脑卒中风险

长期房颤患者由于心脏收缩功能减低，心房内极

易形成附壁血栓，而血栓脱落易导致体循环栓塞。除

了房颤患者，先天性心脏病患者脑卒中事件发生率相

对于普通患者来说更高。而且 Ｐｕｊｏｌ等［２０］
研究发现

抗凝治疗在先心病患者中使用是安全和有效的。那

么如果房缺合并有房颤，脑卒中发生率会增高吗？

Ｍａｓｕｄａ等［２１］
研究发现，房缺合并房颤患者梗死事件

增加，甚至一些 ＣＨＡ２ＤＳ２－ＶＡＳｃ评分较低的患者仍
有很高的梗死风险。因此对于房缺合并房颤患者，即

使 ＣＨＡ２ＤＳ２－ＶＡＳｃ评分不高，也应该积极抗凝治疗。
六、房缺合并房颤患者的治疗

Ｏｚｃｅｌｉｋ等［１７］
发现新生儿房间隔缺损直径 ＜５ｍｍ

的自然闭合率非常高，而对于一些不能自然闭合的患

者就要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对房间隔进行修补。房间隔

缺损的介入治疗的基本原理是经导管在房间隔缺损的

部位送入一个双盘结构的堵闭器，双盘中的一个盘在

左心房而另一个在右心房，两个盘由一腰相连，而该腰

正好通过房间隔缺口，双盘夹住房间隔，一方面关闭房

间隔缺损，一方面固定住堵闭器。外科治疗有房间隔

缺损直接缝合术、房间隔缺损补片修复术等治疗方法。

对于房缺合并有房颤的患者是先行封堵治疗还

是先行射频治疗的问题，从上述文章看，房缺是患者

并发房颤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房颤射频消融术相对

于其他心律失常射频术后复发率更高
［２２］
。而房缺作

为一个重要危险因素也会促进房颤复发，所以首先应

该将房缺这个危险因素解决掉。其次，房缺封堵术后

一部分人的房颤可在药物转复或电转复的情况下维

持窦性心率，从而避免行射频消融术。综上所述，对

于此类患者更倾向于先行封堵治疗。

七、展　　望
房缺由于血液分流可使心脏产生结构重构并增

加房颤的发生率，而这种情况与年龄有很密切的相关

性，长时间持续性的房颤不仅使心脏射血功能降低，

还会促进心脏结构的改变，因此对于房缺患者建议早

期行封堵术治疗。对于已经合并房颤的患者来说，封

堵治疗也有一定的意义，在进行完封堵治疗之后，房

颤更容易转复，可以采取更加积极的手段来治疗房

颤，包括药物转复、电转复、射频手术等。

房颤患者极易导致心房内血栓形成，因此抗凝治

疗被认为是房颤治疗的重要一环，而房缺合并有房颤

的患者卒中事件发生率明显增高，需要积极的抗凝治

疗。在临床工作中，常用的抗凝药物包括华法林及新

型抗凝药，由于华法林引起的出血风险及不稳定性，

需要定期到医院监测国际标准化比值（ＩＮＲ），而新型
抗凝药价格较高，因此患者依从性不高，有很大一部

分患者都未行正规抗凝治疗。面对目前我国房颤患

者抗凝不足的现状，应该提高医生及患者的抗凝意

识，并简化 ＩＮＲ监测流程，研究表明现场即时检测
（ＰＯＣＴ）血凝仪与常规检验科全自动凝血分析仪有检
验结果有较好的相关性，可以推广应用 ＰＯＣＴ血凝仪
进行 ＩＮＲ监测，使患者在社区医院甚至家中即可进
行检测，增加患者的依从性

［２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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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ｅｎｉｎｇｓｉｎｎｅｗｂｏｚｎｓ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Ｊ］．ＩｎｔＪ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６，１０８（２）：２０７－２１１

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ＥＨＲ，ＣａｍｍＡＪ，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Ｐ，ｅｔａｌ．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ＥＳＣ）

［Ｊ］．ＥｕｒＨｅａｒｔＪ，２０１０，３１（１９）：２３６９

３　ＪａｎｕａｒｙＣＴ，ＷａｎｎＬＳ，ＡｌｐｅｒｔＪ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ＡＨＡ／ＡＣＣ／ＨＲ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ｅｃｕ

ｔｉｖｅｓｕｍｍａｒｙ：ａ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ａｒ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ｒｈｙｔｈｍ

ｓｏｃｉｅｔｙ［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４，１３０（２３）：２０７１－２１０４

４　ＯｌｉｖｅｒＪＭ，ＧａｌｌｅｇｏＰ，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Ａ，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ｓｐｏｓ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ｔｒｉａｌｓｅｐｔａｌｄｅｆｅｃｔ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ｌｏ

ｓｕｒｅ［Ｊ］．ＡｍＪ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２，８９：３９－４３

５　ＷｉＪ，ＣｈｏｉＪＹ，ＳｈｉｍＪＭ，ｅｔａｌ．Ｆａｔｅｏｆ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ｒｉａｌｓｅｐｔａｌｄｅｆｅｃｔ［Ｊ］．ＣｉｒｃＪ，２０１３，７７：１０９－１１５

６　ＧｉａｒｄｉｎｉＡ，ＤｏｎｔｉＡ，ＳｃｉａｒｒａＦ，ｅｔａｌ．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ｔｒｉａｌ

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ｌｕｔｔｅｒａｆ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ａｔｒｉａｌｓｅｐｔａｌｄｅｆｅｃｔｃｌｏｓｕｒｅ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Ｊ］．ＩｎｔＪ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９，１３４：４７－５１

７　任静，马薇，卢凤民，等．房间隔缺损外科修补术后房性心律失

常电解剖机制和射频消融［Ｊ］．临床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６，１１：

１１２９－１１３４

８　Ｋｙｏｕｎｇ－ＭｉｎＰ，ＫｙｕｎｇＨＪ，ＪｉｎＣＫ，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ｌｙ－ｏｎ

ｓｅｔａｔｒｉａｌｔａｃｈｙ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ａａｆｔｅｒ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ｔｒａｎｓ－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ｄｅｖｉｃｅｃｌｏ

ｓｕｒｅｏｆａｔｒｉａｌｓｅｐｔａｌｄｅｆｅｃｔ［Ｊ］．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６，９５（３５）：ｅ４７０６

（转第 ３页）

·６·

　·特别关注· ＪＭｅｄＲｅｓ，Ａｕｇ２０１８，Ｖｏｌ．４７Ｎｏ．８　　



ｆｒｏｍｐｏｌｙｐｓｉｎａｌａｒｇｅｍｕｌｔｉｅｔｈｎｉｃｓｅｒｉｅｓ［Ｊ］．ＥｕｒＪＳｕｒｇＯｎｃｏｌ，２００９，

３５（１）：４８－５１

１１　ＣｈｏｉＳＢ，ＨａｎＨＪ，ＫｉｍＣＹ，ｅｔａｌ．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ｄｉａｇ

ｎｏｓｅｄ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ｅｃｔｏｍｙ［Ｊ］．ＷｏｒｌｄＪＳｕｒｇ，

２００９，３３（１２）：２６５７－２６６３

１２　ＩｒｉｅＨ，ＫａｍｏｃｈｉＮ，ＮｏｊｉｒｉＪ，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ｂ－ｖａｌｕｅ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ｗｅｉｇｈ

ｔｅｄＭＲＩ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ｎｉｇｎａｎｄ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ｐｏｌｙｐｏｉｄｇａｌｌ

ｂｌａｄｄｅｒｌｅｓｉｏｎｓ［Ｊ］．Ａｃｔａ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１１，５２（３）：２３６－２４０

１３　ＬｉｕＬＮ，ＸｕＨ，ＬｕＭＤ，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ｎ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ｍｕｈｉ－ｃｅｎｔｅｒ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Ｊ］．

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２，７（１０）：ｅ４８３７１

１４　ＭａｉｎｐｒｉｚｅＫＳ，ＧｏｕｌｄＳＷ，ＧｉｌｂｅｒｔＪＭ．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ｌｙ

ｐｏｉｄｌｅ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Ｊ］．ＢｒＪＳｕｒｇ，２０００，８７（４）：４１４－４１７

１５　ＴｅｒｚｉＣ，ＳｏｋｍｅｎＳ，ＳｅｃｋｉｎＳ，ｅｔａｌ．Ｐｏｌｙｐｏｉｄｌｅ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ｇａｌｌｂｌａｄ

ｄｅｒ：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１００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Ｓｕｒｇｅｒｙ，２０００，１２７（６）：６２２－６２７

１６　ＫｏｇａＡ，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Ｋ，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Ｔ，ｅ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ｏｌｙｐｏｉｄｌｅ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Ｊ］．ＡｒｃｈＳｕｒｇ，

１９８８．１２３（１）：２６－２９

１７　ＺｉｅｌｉｎｓｋｉＭＤ，ＡｔｗｅｌｌＴＤ，ＤａｖｉｓＰＷ，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ｓｅｃｔｅｄｐｏｌｙｐｏｉｄｌｅ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ｔｏｔｈｅｉｒ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ｕｌ

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Ｊ］．Ｊ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Ｓｕｒｇ，２００９，１３（１）：１９－２５

１８　ＫｏｚｕｋａＳ，ＴｓｕｂｏｎｅＮ，ＹａｓｕｉＡ，ｅｔ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ｅｎｏｍａｔｏｃａｒｃｉ

ｎｏｍａｉｎｔｈｅ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Ｊ］．Ｃａｎｃｅｒ，１９８２，５０（１０）：２２２６－２２３４

１９　ＫｕｂｏｔａＫ，ＢａｎｄａｉＹ，ＮｏｉｅＴ，ｅｔａｌ．Ｈｏｗｓｈｏｕｌｄｐｏｌｙｐｏｉｄｌｅｓ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ｂ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ｅｒａｏｆ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ｅｃｔｏｍｙ？

［Ｊ］．Ｓｕｒｇｅｒｙ，１９９５，１１７（５）：４８１－４８７

２０　ＳｕｇｉｙａｍａＭ，ＸｉｅＸＹ，ＡｔｏｍｉＹ，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ｓｍａｌｌ

ｐｏｌｙｐｏｉｄｌｅ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

ｒａｐｈｙ［Ｊ］．ＡｎｎＳｕｒｇ，１９９９，２２９（４）：４９８－５０４

２１　ＣｈｏｕＳＣ，ＣｈｅｎＳＣ，ＳｈｙｒＹＭ，ｅｔａｌ．Ｐｏｌｙｐｏｉｄｌｅ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ｇａｌｌｂｌａｄ

ｄ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１２０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Ｊ］．Ｓｕｒｇ

Ｅｎｄｏｓｃ，２０１７，３１（７）：２７７６－２７８２

２２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ＭＲ，ＤａｍＣ，ＲａｆａｅｌｓｅｎＳ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ｆｏｒｇａｌｌ

ｂｌａｄｄｅｒｐｏｌｙｐ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６ｍｍｍａｙｎｏｔｂ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Ｊ］．ＤａｎＭｅｄＪ，

２０１２，５９（１０）：Ａ４５０３

２３　ＬａｍａｓｅｒｙＭ，ＬｉｎｄｏｐＤ，ＤｕｎｎｅＤＦ，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ｙｉｎ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ｐｏｌｙｐｓ：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Ｊ］．ＩｎｔＪ

Ｓｕｒｇ，２０１６，３３：２８－３５

２４　ＡｌｄｏｕｒｉＡＱ，ＭａｌｉｋＨＺ，ＷａｙｔｔＪ，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ｃａｎｃｅｒ

ｆｒｏｍｐｏｌｙｐｓｉｎａｌａｒｇｅｍｕｌｔｉｅｔｈｎｉｃｓｅｒｉｅｓ［Ｊ］．ＥｕｒＪＳｕｒｇＯｎｃｏｌ，

２００９，３５（１）：４８－５１

２５　ＷｉｌｅｓＲ，ＴｈｏｅｎｉＲＦ，ＢａｒｂｕＳＴ，ｅ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ｏｆ

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ｐｏｌｙｐｓ：Ｊｏｉｎｔ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ａｎｄ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ＥＳＧＡ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ＥＡ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Ｆｅｄ

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ＦＩＳＤＳ）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ＥＳＧＥ）［Ｊ］．Ｅｕｒ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１７，２７（９）：３８５６－３８６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４－１２）

（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０４－１８）

（接第 ６页）
９　陈勇，马勇，邓敏，等．超声评价继发孔型房间隔缺损对心房电机

械延迟和左心房功能的影响［Ｊ］．中国循环杂志，２０１３，７：５２３－

５２７

１０　吕品，李培英，张菊侠．心脏超声参数对房颤导管射频消融术后

复发的评估价值［Ｊ］．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２０１７，９（５）：

５９４－５９６

１１　ＯｓｍａｎａｇｉｃＡ，ＭｌｌｅｒＳ，ＯｓｍａｎａｇｉｃＡ，ｅｔａｌ．Ｌｅｆｔａｔｒｉａｌｓｐｈｅｒｉｃｉｔｙｉｎ

ｄｅｘｐｒｅｄｉｃｔｓｅａｒｌｙ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ａｒｄｉｏ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ｔｕｄｙ［Ｊ］．ＣｌｉｎＣａｒｄｉｏ，２０１６，３９

（７）：４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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