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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于目前医学水平限制，包括胃癌在内的大多数恶性肿瘤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被发现的。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只有约15%的胃癌病人在确诊后五年仍然存活。
对胃癌淋巴转移的研究和临床实践，是目前胃癌诊治的重要方面，中山一附院是我国最早的胃肠外科
之一，临床敬仰丰富，科研水平也是国内第一流的，此次拟请何裕隆教授担任主编，詹文华教授担任
主审，全面介绍胃癌淋巴转移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研究进展，对普外医师提高胃癌淋巴转?的认识和
临床水平，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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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血管鞘内淋巴结清扫（一）血管鞘的定义血管周围存在一层致密的结缔组织，与
血管外膜明显分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血管免受外力的损伤，外科临床上称之为血管鞘
（vaginavasorum）。
笔者曾对血管鞘的组织结构进行研究，发现从组织学的角度看，血管鞘就是血管周围包含大量毛细血
管、淋巴管和神经纤维的结缔组织，与日本学者高桥孝先生对于血管鞘的理解相符。
胃癌D2淋巴结清扫术涉及血管鞘，主要影响到隶属于第二站的几组血管旁淋巴结的清扫。
虽然胃癌D2根治术已经作为胃癌的标准术式被广大外科医生所接受，但对于术中血管鞘的处理目前仍
然存在较大的争论。
许多学者认为，由于血管鞘含较丰富的淋巴管，淋巴结清扫时需要对血管进行脉络化处理，即在血管
的外膜层进行解剖。
这样，一方面可彻底清扫血管周围的淋巴结、淋巴管和疏松结缔组织；另一方面使血管的解剖更加清
晰，可以清楚地在胃左动脉、胃右动脉和脾动脉等根部结扎切断血管。
他们认为只有对血管进行脉络化处理才能符合胃癌根治术的要求。
与此相反，多数西方研究者者经过大量的研究后认为，术中血管鞘内分离，即血管的脉络化，要求术
者有丰富的胃癌手术经验；而且相对于鞘外分离，其手术的风险性、血管损伤的几率较高。
同时荷兰等国研究发现，更广泛的胃癌根治术对患者术后的生存率并没有明显改善，却使术后并发症
发生率以及死亡率明显增高。
因此他们认为行鞘外分离清扫是合适的选择。
另外有极少数人主张在胃癌根治术中仅仅对胃周围肿大的淋巴结进行“摘除”，不仅要保留血管鞘，
对于其他结缔组织也要保留。
但这种观点遭到了多数学者的反对。
（二）胃癌的发展与血管鞘的关系在血管鞘处理意见的争论中，多数意见只是来源于临床经验，并没
有确定的理论基础。
那么，血管鞘在胃癌的转移过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随着胃癌的进展，血管鞘的结构是否会
发生变化，癌细胞是否可以穿透血管鞘而进入鞘内？
笔者曾经对这些问题进行一系列研究，结果发现，在最早期胃癌标本中，胃周围血管鞘上的毛细淋巴
管和小淋巴管以及毛细血管和小血管形态上很不规则，可以见到呈现星形、条索状或多型性的实性管
道或团状结构。
随着肿瘤的发展，越到后期，上述结构越少，而呈现开放性的管道逐渐增多；镜下见到更多管腔大而
不规则、管壁薄的小淋巴管，以及管腔相对较小但规则、管壁较淋巴管厚的小血管。
随着TNM病理分期的增高，血管鞘上淋巴管的平均面积、体密度呈现增高的趋势。
这些变化似乎可以说明，随着肿瘤的发展恶化，肿瘤能促进相关淋巴管结构向有利于其转移的方向发
展，即分布面积扩大、管径增粗、体密度增大等。
其他作者也报道，随着肿瘤的发展癌旁或其周围组织中的淋巴管均呈进一步扩张的趋势。
其具体机制目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发现和证实。
但是也有作者认为肿瘤周围淋巴管发生这种变化与其周围的体液渗透压的改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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