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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囊肿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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椲摘暋要椵暋目的暋探讨聚桂醇在体硬化治疗肝囊肿兔模型的最佳药物浓度与作用时间组合方案暎方法暋采用两因素三

水平析因设计方法棳将椀棿只兔结扎胆囊管建成肝囊肿模型棳并随机分为椆组棳每组椂只棳分别给予棸灡棽椀棩暍棸灡椀棸棩及

棻灡棸棸棩聚桂醇作用椀暍棻棸及棽棸旐旈旑暎测量硬化治疗前及治疗后棻周胆囊最大横径棳评估硬化治疗效果椈采用 斎斉染色观察

各组胆囊组织病理学变化暎结果暋硬化治疗后棻周棳各组胆囊体积均缩小棳囊壁全层均有不同程度变性坏死暎以各组治

疗后胆囊最大横径作为评价指标进行析因设计棳结果显示聚桂醇浓度与作用时间对治疗效果存在交互影响棬 椊棸灡棸棻椆棭暎

两因素析因设计组合中棳棸灡椀棸棩聚桂醇浓度作用棻棸旐旈旑时斔值最大棬椂灡棻椆棭暎结论暋聚桂醇在体硬化治疗肝囊肿兔模型

的最佳药物浓度与作用时间组合方案为棸灡椀棸棩暍棻棸旐旈旑暎

椲关键词椵暋肝囊肿椈聚桂醇椈硬化治疗椈析因设计椈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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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棻暋建立肝囊肿兔模型解剖图暋斄棶兔胆囊三角区棳黄箭指胆囊管棳位于红色胆囊血管棬绿箭棭上

方椈斅棶结扎胆囊管棳建成肝囊肿兔模型

暋暋聚桂醇是疗效好且安全性高的硬化剂
椲棻灢棽椵棳可用于

有效治疗静脉曲张等血管类疾病椲棾椵椈随着微创治疗的

普及和对药物本身作用机制的探索棳其临床应用范围

逐渐扩展暎介入技术的引入为应用聚桂醇拓宽了途

径棳并在囊肿性疾病中展示出独特优势暎肝囊肿与胆

囊壁具有共同的胚胎组织来源暍囊壁上皮细胞及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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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椲椂椵基础上棳本研究以兔胆囊模拟肝囊肿棳通过析因

设计筛选聚桂醇在体硬化治疗肝囊肿兔模型的最佳药

物浓度与作用时间组合方案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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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胆囊最大横径棳之后抽尽胆汁记录胆囊容积暎椀椄只

兔造模过程中死亡棻只棳棾只因血管变异结扎失败导

致胆囊缺血坏死被排除棳最终椀棿只造模成功棬图棻棭暎

棻灡棽灡棽暋分组及硬化治疗暋采用两因素三水平析因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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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聚桂醇棳使胆囊呈充盈状态椈达到对应作用时间后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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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因设计方差分析棳按照正交实验有交互作用两因素

最优水平取决于其交互作用最优水平的原则椲椃椵棳计算

聚桂醇浓度与作用时间不同水平组合时交互作用的斔

值棳确定两因素交互最优水平暎 椉棸灡棸椀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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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囊最大横径及胆囊容积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棬 均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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棬 椊棸灡棸棾棾棭暎见表棻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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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棽灡棻暋大体观暋治疗前胆囊充盈良好棳壁上血管走行

清晰可见暎硬化治疗后棻周棳自肝脏剥离的胆囊组织

质地稍硬棳胆囊体积较硬化前缩小棳囊壁轮廓尚正常暍

形态欠饱满棳色灰白棳弹性差棳未见血管网棳部分囊内可

见少量分泌物暎见图棽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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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少量黏膜皱襞紊乱棳黏膜上皮细胞出现坏死暍脱

落暎见图棾暎

棽灡棽灡棽灡棽暋棸灡椀棸棩聚桂醇暋硬化治疗后棻周棳椀旐旈旑亚

组胆囊黏膜轮廓尚存棳上皮细胞大部分仍完整棳仅少量

上皮细胞坏死脱落椈棻棸旐旈旑亚组大部分上皮细胞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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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棽暋棻灡棸棸棩聚桂醇棻棸旐旈旑亚组胆囊大体观暋斄棶聚桂醇硬化治疗前棳胆囊充盈良好棳壁上可见血

管走行棬箭棭椈斅棶硬化治疗后棻周棳离体胆囊壁灰白棳触之稍硬棳未见血管网

图棾暋棸灡棽椀棩聚桂醇各亚组细胞硬化情况棬斎斉棳暳棽棸棸棭暋斄棶椀旐旈旑亚组棳黏膜上皮细胞紊乱暍尚未

明显脱落棬箭棭椈斅棶棻棸旐旈旑亚组棳上皮细胞崩解棳炎性细胞浸润棬箭棭椈斆棶棽棸旐旈旑亚组棳上皮细胞脱

落暍坏死棬箭棭

表棻暋各组兔一般资料比较棬 暲 棳椊椂棭

组别 体质量棬旊旂棭
胆囊最大横径棬旐旐棭

治疗前 治疗后棻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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棬旐旍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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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棻棸旐旈旑亚组 棽棶棸棽暲棸棶棻棽 椆棶椃棾暲棻棶棸椃 椂棶棸棾暲棻棶棻棾 棻棶棾椃暲棸棶棻椆

暋棽棸旐旈旑亚组 棽棶棽棽暲棸棶棻椆 椄棶椀棾暲棻棶椄棸 椀棶椀棽暲棸棶椀椄 棻棶棿棸暲棸棶棽椃

棸棶椀棸棩聚桂醇组

暋椀旐旈旑亚组 棻棶椆棾暲棸棶棻椄 椆棶棸椄暲棻棶椀棸 椀棶椄棽暲棻棶棽椃 棻棶棿椂暲棸棶棾棸

暋棻棸旐旈旑亚组 棽棶棸棾暲棸棶棻椀 椆棶椂棸暲棻棶棸椄 棿棶椀棻暲棸棶椃椂 棻棶棿椂暲棸棶棽棸

暋棽棸旐旈旑亚组 棽棶棸椆暲棸棶棻椀 椄棶椃棸暲棽棶棸椃 棿棶椂棽暲棻棶棻棿 棻棶棿棾暲棸棶棽椀

棻棶棸棸棩聚桂醇组

暋椀旐旈旑亚组 棻棶椆棿暲棸棶棽棿 椄棶棿棻暲棻棶椃椄 棿棶椄椀暲棸棶椆椄 棻棶棾椀暲棸棶棾棾

暋棻棸旐旈旑亚组 棽棶棸椂暲棸棶棽棻 棻棸棶棻椂暲棻棶棿椆 椀棶棽椃暲棸棶椀椃 棻棶椀棻暲棸棶棽棾

暋棽棸旐旈旑亚组 棻棶椆棿暲棸棶棽椃 椆棶棻椆暲棻棶椃棾 椀棶棻椄暲棸棶椂椃 棻棶棿棽暲棸棶棽椀

值 棸棶椃椃椀 棸棶椄棸椂 棽棶椄椄椂 棸棶棽棾棻

值 棸棶椂棽椃 棸棶椂棸棻 棸棶棸棾棾 棸棶椆椄棾

破坏棳黏膜部分轮廓尚可见椈

棽棸旐旈旑亚组绝大部分黏膜结构破

坏棳上皮细胞全层坏死暍脱落棳硬

化累及肌层清晰可见暎见图棿暎

棽灡棽灡棽灡棾暋棻灡棸棸棩聚桂醇暋硬化

治疗棻周后棳各亚组均出现不同

程度囊壁变性坏死暎椀旐旈旑亚组

局部黏膜上皮细胞全层崩解棳残

留 少 数 黏 膜 上 皮 细 胞 残 影椈

棻棸旐旈旑亚组黏膜上皮结构基本消

失棳黏膜下肌层见少量出血椈

棽棸旐旈旑亚组上皮细胞完全脱落暍

坏死棳未见正常黏膜结构棳黏膜下

肌层大量红细胞浸润暎见图椀暎

棽灡棾暋浓度与时间交互作用暋以

各组治疗后胆囊最大横径作为评

价指标进行析因设计棳结果显示

聚桂醇浓度与作用时间对硬化治

疗效果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棬 椊

棸灡棸棻椆棭椈分析作用时间的单独效

应棳不同作用时间胆囊最大横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椊棸灡棸棸棻棭椈

分析聚桂醇浓度的单独效应棳不

同药物浓度间胆囊最大横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棬 椊棸灡棾棻椃棭暎见

表棽暎两因素析因设计组合中棳

棸灡椀棸棩聚桂醇浓度作用棻棸旐旈旑

时斔值最大棬椂灡棻椆棭棳即硬化治疗

效果最好棳见表棾暎

棾暋讨论

目前超声引导下聚桂醇硬化

已成为治疗囊肿类疾病的理想方

案棳通过破坏囊壁上皮细胞阻止

囊液分泌达到治疗目的棳是安全

可靠暍简便有效的微创介入治疗

方法暎研究椲椄灢椆椵表明聚桂醇用于

超声引导下介入治疗囊肿效果显

著棳能于椄棸棩患者缓解临床症

状棳但目前仍处于经验性治疗阶

段棳对其药物浓度及作用时间等

尚无定论暎探索硬化治疗有效浓度与硬化作用时间的

最佳组合对临床应用聚桂醇意义重大暎胆囊横径变化

可作为评估胆囊体积变化的指标棳常规超声与超声造

影条件下棳胆囊横径与胆囊体积均具有良好的相关性暎

本研究以兔胆囊最大横径为观察指标棳评估硬化后胆

囊体积变化棳分析硬化治疗效果暎

暏棻棻棻暏中国介入影像与治疗学棽棸棽棻年第棻椄卷第棽期暋斆旇旈旑斒斏旑旚斿旘旜斏旐斸旂旈旑旂斣旇斿旘棳棽棸棽棻棳斨旓旍棻椄棳斘旓棽



图棿暋棸灡椀棸棩聚桂醇各亚组细胞硬化情况棬斎斉棳暳棻棸棸棭暋斄棶椀旐旈旑亚组棳黏膜轮廓尚存棳上皮细胞

大部分仍完整棳仅少量上皮细胞出现坏死脱落椈斅棶棻棸旐旈旑亚组棳黏膜上皮细胞全层坏死暍脱落

棬箭棭椈斆棶棽棸旐旈旑亚组棳黏膜层结构被破坏棬箭棭棳肌层硬化

图椀暋棻灡棸棸棩聚桂醇各亚组细胞硬化情况棬斎斉棳暳棻棸棸棭暋斄棶椀旐旈旑亚组棳边缘局部上皮细胞裂解

棬箭棭椈斅棶棻棸旐旈旑亚组棳黏膜层轮廓消失棬箭棭棳黏膜下肌层部分见少量红细胞浸润椈斆棶棽棸旐旈旑亚组棳

黏膜下肌层大量出血棬箭棭

表棽暋两因素析因设计方差分析结果

方差来源 离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值 值

聚桂醇浓度棬斄棭 棻棶椀椂 棽 棸棶椃椄 棻棶棻椄棸 棸棶棾棻椃

作用时间棬斅棭 棻棸棶椀棾 棽 椀棶棽椃 椃棶椆椄椄 棸棶棸棸棻

交互棬斄暳斅棭 椄棶椂椃 棿 棽棶棻椃 棾棶棽椄椄 棸棶棸棻椆

误差 棽椆棶椂椃 棿椀 棸棶椂椂 棴 棴

合计 棻椀棾椀棶棻棾 椀棿 棴 棴 棴

表棾暋两因素析因设计组合斔值

聚桂醇

浓度棬棩棭

作用时间

椀旐旈旑 棻棸旐旈旑 棽棸旐旈旑

棸棶棽椀 椀棶椄椄 椀棶椀椃 棿棶棽棾

棸棶椀棸 椀棶椃棿 椂棶棻椆 棿棶椂椃

棻棶棸棸 棿棶椄椂 椀棶棻棸 椀棶棻椄

聚桂醇作用效果具有浓度依赖性暎前期研究椲椂椵证

实棳留置浓度棸灡棽椀棩聚桂醇作用棻棸旐旈旑后抽出棳对囊

肿的治愈率为椀棸棩棳留置不抽出治愈率可达椄椃灡椀棩椈

而浓度为棸灡棻棽椀棩时棳即使留置不抽出棳也仅棾椃灡椀棩产

生疗效棳提示棸灡棽椀棩聚桂醇可能是囊肿硬化治疗的最

低有效浓度暎故本实验以棸灡棽椀棩为最低浓度棳观察聚

桂醇对模型的硬化疗效暎

硬化剂作用时间亦为影响硬

化疗效的关键因素暎作用时间不

足导致柱状上皮细胞残留棳可继

续生长而致治疗失败暎目前关于

聚桂醇作用时间对硬化疗效影响

的 文 献 较 少暎斔斚斅斄斮斄斢斎斏

等椲棻棸椵观察聚桂醇浓度与作用时

间对细胞死亡的影响棳以体外培

养内皮细胞为研究对象棳发现采

用棻灡椀棩聚桂醇棳给药后棻椀旙细

胞即死亡棳浓度为棸灡棾棩时作用

棻椀旐旈旑 后 细 胞 死 亡椈稀 释 至

棸灡棸棸棾棩时棳作用椂棸旐旈旑甚至更

长时间细胞也不会死亡暎高浓度

聚桂醇可导致细胞在短时间内死

亡棳而在较低浓度下细胞死亡所

需时间延长棳甚至增加作用时间

亦不能达到硬化治疗效果暎本实

验中聚桂醇浓度为棸灡椀棸棩暍硬化

时间椀旐旈旑时棳仅少量上皮细胞

坏死脱落棳大部分黏膜结构仍存

在椈棸灡椀棸棩聚桂醇作用棻棸旐旈旑亚

组上 皮 细 完 全 损 伤棳而 浓 度

棸灡椀棸棩暍作用时间棽棸旐旈旑亚组黏

膜下肌层已受到影响棳提示作用

时间过长可能损伤囊肿周围正常

组织暎

与目前医学科研中广泛应用

的单因素多水平研究方法相比棳

析因设计可同时考察多因素多水

平棳在现代医学研究中具有方法学上的重要意义暎本

研究采用析因设计实验棳不仅能分析影响硬化治疗效

果的因素棳还可筛选出最优治疗参数暎本研究结果表

明棳聚桂醇浓度与作用时间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暎显微

镜下可见棸灡椀棸棩聚桂醇作用棻棸旐旈旑时黏膜轮廓已破

坏棳出现上皮细胞全层脱落坏死棳进一步统计分析结果

证实该组硬化疗效最显著棳说明该组合可使上皮细胞

发生不可逆坏死棳达到理想治疗效果暎聚桂醇浓度为

棻灡棸棸棩时对囊壁损伤较大棳黏膜上皮细胞脱落暍囊腔碎

屑残留暍黏膜下层水肿暍炎性细胞及红细胞浸润棳纤维

组织增生棳致使硬化后胆囊横径值反而增大暎

综上所述棳聚桂醇在体硬化治疗肝囊肿兔模型的药

物浓度与作用时间最佳组合方案为棸灡椀棸棩暍棻棸旐旈旑暎

暏棽棻棻暏 中国介入影像与治疗学棽棸棽棻年第棻椄卷第棽期暋斆旇旈旑斒斏旑旚斿旘旜斏旐斸旂旈旑旂斣旇斿旘棳棽棸棽棻棳斨旓旍棻椄棳斘旓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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暥中国介入影像与治疗学暦投稿要求棬二棭

暋暋椄暋基金项目暋书写格式应为椇暳暳基金棬编号暳暳棭暎基金论文投稿时应同时将基金项目批文扫描上传暎本

刊将优先选登基金论文暎

椆暋第一作者暋书写格式为椇姓名棬出生年棴棭棳性别棳籍贯棳学位棳职称棳研究方向和斉灢旐斸旈旍暎尚未毕业者学位

写为暟在读暳暳暠棳如暟在读硕士暠暍暟在读博士暠暎投稿时棳简介中需注明第一作者联系电话暎

棻棸暋通信作者暋通常为稿件所涉及研究工作的负责人棳通信作者简介包括其姓名暍单位暍邮编和斉灢旐斸旈旍暎

棻棻暋摘要暋研究论著和综述性论文均须附中暍英文摘要棳英文在前棳中文在后椈经验交流和短篇报道不设摘

要暎摘要应以第三人称撰写棳不宜超过棾椀棸个汉字棳不宜使用暟我们暠暍暟作者暠等词作为主语暎研究论著类论文的

摘要应按结构式摘要的特征撰写棳包括目的棬斚斺旉斿斻旚旈旜斿棭暍方法棬斖斿旚旇旓斾旙棭暍结果棬斠斿旙旛旍旚旙棭暍结论棬斆旓旑斻旍旛旙旈旓旑棭四

项暎综述性论文的摘要应按指示性摘要的特征撰写棳简要叙述文章内容棳无须按棦四项式棦编写暎摘要应具有独立

性和自明性棳并且拥有与文献同等量的主要信息棳在有限的字数内向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定性或定量的信息棳充

分反映该研究的创新之处暎英文摘要在棾棸棸个实词左右棳内容和形式要求与中文摘要基本对应暎

棻棽暋关键词暋中文关键词应以暥医学主题词注释字顺表棬棽棸棸棽年版棭暦为准棳以标引能表达全文主题概念的叙

词棽暙椀个棳尽量少用自由词暎英文关键词应与中文对应棳以暥医学主题词注释字顺表棬棽棸棸棽年版棭暦及暥斖斿旙旇暦内

所列的主题词为准棳每个英文关键词第一个词的首字母大写棳各关键词之间用分号隔开暎

棻棾暋正文标题层次暋如椇棻暋资料与方法棬或材料与方法棭棳棻棶棻 资料棬或材料棭棳棻棶棽 方法棳棽暋结果棳棾暋讨论棳

一般不超过三级标题棳文内连序号为圈码棳如栙暍栚暍栛暛暛表示暎

棻棿暋医学名词暋应注意规范暍标准暍前后统一棳尽量少用缩略语棳原词过长且在文中多次出现棬棽次以上棭者棳

可于括号内写出全称并加注简称棳以后用简称暎医学名词术语棳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医学

名词为准暎

暏棾棻棻暏中国介入影像与治疗学棽棸棽棻年第棻椄卷第棽期暋斆旇旈旑斒斏旑旚斿旘旜斏旐斸旂旈旑旂斣旇斿旘棳棽棸棽棻棳斨旓旍棻椄棳斘旓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