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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顺利进行和术后快速康复起重要作用。有研

究［１３］报道，在心脏手术中应用胸骨结扎带固定胸骨

可取得比传统钢丝更好的临床效果。

目前关于胸腺肿瘤患者术中胸骨固定材料的

报道较少。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２０２０年６月至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胸外科收治的

３４例行胸骨劈开手术的胸腺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

探讨关胸时使用胸骨结扎带固定胸骨的安全性和

应用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２０年６月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胸外科行胸骨正中劈开手

术的胸腺肿瘤患者３４例，根据关胸时胸骨固定材料，

分为结扎带组（狀＝１３）和钢丝组（狀＝２１）。纳入标准：

术前明确诊断为胸腺肿瘤，且选择胸骨正中劈开手术

入路患者。排除标准：（１）手术后出血需二次手术止

血，出血原因与胸骨无关；（２）术后疼痛，经查体、辅助

检查后诊断疼痛和胸骨无关；（３）手术后出现术口感

染、胸骨哆开、胸骨出血以外的其他并发症（如肺部感

染、消化道出血、心律失常等）。本研究经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Ｙ２０１９１８７），所有患者

均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胸骨正中劈开手术　结扎带组在关胸时应用４

根结扎带紧贴胸骨外侧沿下一肋骨上缘分别穿过第

２～５肋间隙进行间断缝合，剪断并移除结扎带针头

后将剪切末端插入锁定头，暂不收紧，仔细检查双侧

缝合部位有无出血，出血的肋间隙应用０／８针自外向

内围绕结扎带行“８”字缝合、打结止血。助手通过按

压或上提胸骨一侧，将胸骨复位，使胸骨对合在同一

水平面；术者徒手依次收紧结扎带，固定在胸骨的一

侧，并用专用紧固切断钳进行紧固，在锁定扣处切断

多余的尾端，锁定头放置在肋间隙（图１Ａ）。

钢丝组在关胸时应用５根７ｍｍ不锈钢钢丝固

定胸骨，第１针穿过胸骨柄骨质，第２针穿过胸骨角

骨质，之后分别穿过第２～５肋间隙间断缝合。助手

使用同样方法将胸骨复位，使胸骨对合在同一水平

面，拧紧钢丝，予钢丝钳加固，以钢丝钳上下晃动钢

丝无明显移动为宜；在第３、４结以远剪断钢丝，将钢

丝头端埋于皮下筋膜组织内（图１Ｂ）。２组患者均

以常规方式闭合软组织和皮肤。

１．３　观察指标　（１）固定胸骨时间：从结扎带或钢

丝缝合胸骨开始时至胸骨闭合剪断结扎带或钢丝；

（２）胸骨固定过程中出血量，包括针孔出血和胸骨

出血；（３）术后疼痛视觉模拟评分：１～３分为轻度疼

痛；４～６分为中度疼痛；７～１０分为重度疼痛；（４）

切口并发症，包括胸骨哆开、纵隔感染等；（５）术后

复查结果：所有患者出院１个月后门诊复查，检查手

术切口、复查胸片。

图１　典型病例结扎带和钢丝固定胸骨术中图片

Ａ：结扎带固定胸骨；Ｂ：钢丝固定胸骨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珔狓±狊表示，采

用狋检验。计数资料以狀（％）表示，采用Ｆｉｓｈｅｒ确

切概率法。检验水准（α）为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资料分析　结果（表１）显示：结扎带组和

钢丝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理类型、肿瘤最大径、

Ｍａｓａｏｋａ分期、术前新辅助治疗情况、术前合并重

症肌无力与否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表１　结扎带组和钢丝组的一般资料比较

　指标
结扎带
组（狀＝１３）

钢丝组
（狀＝２１）

犘值

年龄／岁 ４９．０±１５．０ ５２．０±１７．０ ０．６１５

性别狀（％） １．０００

　男 ７（５３．８） １２（５７．１）

　女 ６（４６．２） ９（４２．９）

病理类型狀（％） ０．８６７

　胸腺瘤 ８（６１．５） １０（４７．６）

　胸腺癌 ２（１５．４） ５（２３．８）

　生殖细胞瘤 ２（１５．４） ３（１４．３）

　淋巴瘤 １（７．７） ３（１４．３）

肿瘤最大径／ｃｍ １０．３±１．９ ８．９±２．２ ０．０８０

Ｍａｓａｏｋａ分期狀（％） ０．４３７

　Ⅰ ０ ０

　Ⅱ ２（１５．４） ２（９．５）

　Ⅲ ８（６１．５） １７（８１．０）

　Ⅳ ３（２３．１） ２（９．５）

新辅助治疗狀（％） ０．７０４

　有 ３（２３．１） ７（３３．３）

　无 １０（７２．９） １４（６６．７）

重症肌无力狀（％） ０．６２７

　有 ２（１５．４） ２（９．５）

　无 １１（８４．６） １９（９０．５）

２．２　观察指标　结果（表２）显示：所有患者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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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手术。结扎带组的胸骨固定时间明显短于钢

丝组，胸骨固定过程中出血量明显少于钢丝组，术

后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明显低于钢丝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２组患者均未出现胸骨哆开、

纵隔感染等并发症，均痊愈出院。

表２　结扎带组和钢丝组观察指标比较

　指标
结扎带组
（狀＝１３）

钢丝组
（狀＝２１）

狋值 犘值

固定时间／ｍｉｎ ７．６±２．３ １７．２±１．９ １３．２８１ ＜０．００１

出血量／ｍＬ ４４．０±３４．０ １１０．０±３６．０ ５．１９４ ＜０．００１

疼痛评分 ２．１±１．０ ４．９±１．０ ７．９１９ ＜０．００１

２．３　术后复查结果　２组患者手术切口均愈合良

好，钢丝组３例消瘦患者反映胸骨表面有异物感，胸

骨表面皮肤可见钢丝痕迹；结扎带组患者未出现上

述不适，切口美观。２组患者均未出现胸骨哆开等

影像学改变（图２）。

图２　典型病例结扎带和钢丝固定胸骨术后胸犡线片对比

　　Ａ：结扎带固定胸骨，箭头方向为结扎带固定胸骨位置；Ｂ：钢丝

固定胸骨，箭头方向为钢丝影

３　讨　论

胸腺肿瘤手术经胸骨正中劈开入路，术野显露

良好，对双侧膈神经、大血管、气管等起到良好的保

护作用，尤其当肿瘤体积较大、侵犯周围重要脏器

或血管时，手术操作方便［４］。

国际内固定研究会制定的四项基本原则［５］，即

解剖复位、稳定固定、保护血供、早期和安全活动，

已成为内固定的指导方针。钢丝材料易得、价格低

廉、可复制性佳，技术操作简单、快速，用于胸骨固

定近６０年。有研究
［６］发现，３％～５％钢丝固定胸骨

患者中，胸骨出血多、胸骨哆开、纵隔炎一直是未解

决的问题。钢丝具有细、锐利的特点，并非纵隔肿

瘤患者胸骨固定的最佳选择。胸骨结扎带是一种

较为新颖的胸骨固定材料［７］，呈扁平带状，边缘圆

钝，与胸骨接触面较大，稳定性好，弥补了钢丝的

缺陷。

本研究中结扎带组胸骨固定过程中出血量明

显少于钢丝组。第一、二针钢丝穿过胸骨柄，对骨

质有一定程度损伤，增加胸骨出血风险；钢丝细，对

肋间隙组织压迫作用小，钢丝孔易出血；拧钢丝的

过程需要术者徒手操作，常导致胸骨断面贴合不紧

密，骨髓腔出血增多。胸骨结扎带均走行于肋间

隙，不会对胸骨造成骨质破坏。ＵＳＰ５钢丝的宽度

约０．７ｍｍ，而结扎带宽度约４．２ｍｍ，对胸骨周围

组织可起到良好的压迫止血作用，其配备有专用的

紧固切断钳，借助器械加压，收紧牢靠，还可限制最

大张力，以防过度收紧和破坏，使胸骨对合严密，减

少了骨髓腔和针孔出血。行血管重建的患者术中

使用肝素，术中及术后骨髓腔渗血增多，对胸骨固

定材料要求更为严格。本研究结果中胸骨结扎带

减少出血效果确切。

本研究中结扎带组的固定胸骨时间明显短于

钢丝组，影响因素主要是胸骨缝合针数和止血。胸

骨结扎带较钢丝缝针数少，结扎带组均使用４根结

扎带，钢丝组采用５根钢丝；结扎带以其宽平的特

点，对缝针部位周围组织压迫止血作用优于钢丝，

出血减少、止血时间缩短，节省了手术时间。

本研究中结扎带组患者术后疼痛评分明显低

于钢丝组。钢丝残端尖锐，位于胸骨表面，对胸骨

骨膜以及皮下组织刺激性较大，增加了患者术后胸

部切口周围的疼痛感；结扎带由专用器械进行固

定、切断，松紧度适宜，结扎带残端平整且位于胸骨

一侧的肋间隙，对胸骨周围神经、血管、肌肉刺激较

小，术后患者胸部切口疼痛明显减轻，有助于患者

术后快速康复。

国内有研究［８］认为，胸骨骨质疏松、胸骨切开是

否居中、胸骨闭合的牢固程度等是影响胸骨愈合的

重要因素。多数学者［９１０］认为，胸骨稳定性对于胸

骨劈开术后康复起至关重要的作用。钢丝固定胸

骨可导致骨髓炎而使创口迁延不愈，需二次手术清

创［１１］，且钢丝限制胸骨运动的作用较弱［１２］。当患

者咳嗽、扩胸时，压力集中在钢丝极细的表面长度

上，使其随后像刀片一样产生作用，割裂胸骨，严重

破坏胸骨稳定性。胸骨哆开可导致纵隔感染，是一

种严重并发症（尽管临床较为少见）［１３］，往往需二次

手术清创、内固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增加

患者痛苦及治疗费用。Ｍａｒａｓｃｏ等
［１４］报道，在胸骨

劈开入路的心脏手术中，胸骨结扎带较钢丝起到更

可靠的固定胸骨作用。本研究结果中未出现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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哆开、纵隔感染等并发症，考虑胸腺肿瘤手术患者

胸骨并发症的降低与术者丰富的经验和精细的术

后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结合文献报道，结扎带具

有更可靠的固定胸骨作用。

术后随访中钢丝组有３例消瘦患者诉胸骨表面

有异物感，胸骨角部位可触及钢丝痕迹，而结扎带组

患者胸部手术切口平整、美观，未出现类似不适感。

胸骨结扎带为钝性针头，降低了术中针头刺破

术者手套、刺伤手指等风险。胸骨结扎带的材料由

超高分子聚合物聚醚醚酮材料（ＰＥＥＫ）组成。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末，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等首次证实ＰＥＥＫ材料

的生物相容性［１５］。该种材料避免了钢丝引起的金

属过敏反应。钢丝在Ｘ线中显影，而患者罹患胸部

疾病时，钢丝影会影响疾病的诊断；结扎带在Ｘ线

中不显影，弥补了这一缺陷。钢丝的金属特性限制

了磁共振成像在这类患者中的应用；结扎带对磁共

振成像具有良好的兼容性。相比钢丝，结扎带的成

本较高，增加了手术费用。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为单中心、小样本回

顾性研究，病例数据较少。研究结果需要多中心、

大样本研究的证实，后续会扩大开展该项材料的研

究，进一步跟踪随访远期疗效，确定远期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胸骨结扎带在胸腺肿瘤胸骨劈开术

中对胸骨的固定可靠，操作简单、安全，缩短了关胸

时间，减少胸骨固定过程的出血，使患者术后疼痛

减轻、舒适性好、切口美观，且在Ｘ线片中不显影，

兼容磁共振成像。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１］　ＮＥＺＡＦＡＴＩＰ，ＳＨＯＭＡＬＩＡ，ＫＡＨＲＯＭ Ｍ，ｅｔａｌ．ＺｉｐＦｉｘ

ｖｅｒｓｕ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ｅｒｎａｌｃｌｏｓｕｒｅ：ｏｎｅｙｅａｒ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Ｊ］．

ＨｅａｒｔＬｕｎｇＣｉｒｃ，２０１９，２８（３）：４４３４４９．

［２］　ＫＮＡＣＫＳＴＥＤＴＲ，ＲＡＹＭＯＮＤＤＰ，ＳＯＬＴＥＳＺＥ，ｅｔ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ｓｔｅｒｎａｌｐｌ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ｆｌａｐ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ｔｅｒｎａｌｄｅｈｉｓｃｅｎｃｅ［Ｊ］．ＪＰｌａｓｔＲｅｃｏｎｓｔｒ

ＡｅｓｔｈｅｔＳｕｒｇ，２０１９，７２（８）：１４３６１４４７．

［３］　陈　林，刘胜中，魏大闯，等．胸骨结扎带固定胸骨在成人前

正中切口心脏手术中的应用研究［Ｊ］．实用医院临床杂志，

２０２０，１７（１）：１７７１７９．ＣＨＥＮＬ，ＬＩＵＳＺ，ＷＥＩＤＣ，ｅｔ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ｅｒｎａｌｃｌｏｓｕｒｅｗｉｔｈＺｉｐＦｉｘ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ａｄｕｌ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ｅｄｉａｎ

ｓｔｅｒｎｏｔｏｍｙ［Ｊ］．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２０，

１７（１）：１７７１７９．

［４］　郭少鸣，蒋家好，金　淳，等．改良剑突下入路胸腔镜前纵隔

畸胎瘤切除术的临床应用分析［Ｊ］．中国临床医学，２０１９，２６

（１）：４３４５．ＧＵＯＳＭ，ＪＩＡＮＧＪＨ，ＪＩＮＣ，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ｓｕｂｘｉｐｈｏｉ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ｏｒｔｈｏ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ｅｄｉａｓｔｉｎａｌｔｅｒａｔｏｍａ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９，２６（１）：４３４５．

［５］　ＳＥＭＰＬＥＪ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ｍａｌｌ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３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ｓｍａｌｌ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ｅｔｍａｎｕａｌＵ．ＨｅｉｍａｎｄＫ．Ｍ．Ｐｆｅｉｆｆｅｒ．

３９３ｐａｇｅｓ，７００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８８．ＩＳＢＮ４４３１１７７２８０．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ｉｎＵ．Ｓ．Ａ．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ｅｗＹｏｒｋ［Ｊ］．ＪＨａｎｄＳｕｒｇ（Ｅｕｒ），１９８９，１４（２）：

２５１２５２．

［６］　ＣＵＴＲＥＬＬＪＢ，ＢＡＲＲＯＳＮ，ＭＣＢＲＯＯＭ Ｍ，ｅｔａｌ．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ｄｅｅｐｓｔｅｒｎａｌｗｏｕｎ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ｃａｒｄｉａｃｓｕｒｇｅｒ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ｄ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Ｊ］．Ａｍ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６，４４（１１）：１３０２１３０９．

［７］　ＤＨＩＲＵ，ＫＵＭＡＲＡ，ＳＡＫＬＡＮＩＲ，ｅｔａｌ．Ｐｏｓｔ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ｆｔｅｒｓｔｅｒｎａｌｃｌｏｓｕｒｅｕｓｉｎｇＺｉｐｆｉｘｂａｎｄａｎｄｓｔｅｅｌ

ｗｉｒｅｓ［Ｊ］．ＩｎｔｅＪ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ＴｈｏｒａｃＳｕｒｇ，２０２０，６（６）．

［８］　杨泉林，冯自豪，夏利民．深部胸骨正中切口感染的研究进展

［Ｊ］．中国临床医学，２０１９，２６（２）：３０３３０７．ＹＡＮＧＱＬ，

ＦＥＮＧＺＨ，ＸＩＡＬＭ，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ｄｅｅｐ

ｓ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ｄｉａｎ ｗｏｕｎ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９，２６（２）：３０３３０７．

［９］　赵　东，朱仕杰，张致琦，等．Ｓｔｅｒｎａｌｌｏｃｋ胸骨固定系统在老

年心脏手术患者中的应用［Ｊ］．上海医学，２０１７，４０（４）：２３８

２３９．ＺＨＡＯＤ，ＺＨＵＳＪ，ＺＨＡＮＧＺＱ，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ｔｅｒｎａｌｃｌｏｓｕｒｅｗｉｔｈＳｔｅｒｎａｌｌｏｃｋ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ｇｅｒｏｎｔ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ｃａｒｄｉａ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Ｊ］．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７，４０（４）：２３８２３９．

［１０］　ＶＯＳＲＪ，ＶＡＮＰＵＴＴＥＢＰ，ＫＬＯＰＰＥＮＢＵＲＧＧＴ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ｅｐｓｔｅｒｎａｌｗｏｕｎ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ａｒｄｉａｃ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Ｊ］．ＪＨｏｓｐＩｎｆｅｃｔ，２０１８，１００（４）：

４１１４２０．

［１１］　ＳＡＴＴＡＧ，ＲＯＣＨＯＮＭ，ＳＨＵＫＬＡＳ，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

ｄｅｅｐｓｔｅｒｎａｌｗｏｕｎ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ａｒｄｉａ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ｒｅｐｌｙｔｏ

Ｖｏｓｅｔａｌ［Ｊ］．ＪＨｏｓｐＩｎｆｅｃｔ，２０１９，１０２（３）：２９５２９６．

［１２］　ＲＯＹＳＥＡ Ｇ，ＥＬＡＮＳＡＲＹＤ，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ｔａｌ．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ｔｒｉ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ｅｒｎａｌｂａｎｄａｎｄ

ｐｌａｔｅ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ｅｒｎｕｍ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ｏｆｆｉｇｕｒｅｏｆ８ｗｉｒｅｓｏｎ

ｓｔｅｒｎａｌｅｄｇ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ｆｔｅｒ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Ｊ］．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ＴｈｏｒａｃＳｕｒｇ，２０２０，３０（６）：

８６３８７０．

［１３］　ＫＡＵＬ Ｐ．Ｓｔｅｒｎ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ｐｏｓｔｓｔｅｒｎｏｔｏｍｙ

ｍｅｄｉａｓｔｉｎｉｔｉｓ［Ｊ］．Ｊ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Ｓｕｒｇ，２０１７，１２（１）：９４．

［１４］　ＭＡＲＡＳＣＯ Ｓ Ｆ，ＦＵＬＬＥＲ Ｌ，ＺＩＭＭＥＴ Ａ，ｅｔ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ｏｆｐｏｌｙｍｅｒｃａｂｌｅ

ｔｉｅｓｖｅｒｓｕ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ｗｉｒｅｃｌｏｓｕｒｅｏｆｍｉｄｌｉｎｅｓｔｅｒｎｏｔｏｍｙ［Ｊ］．Ｊ

Ｔｈｏｒａｃ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Ｓｕｒｇ，２０１８，１５６（４）：１５８９１５９５．ｅ１．

［１５］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Ｄ Ｆ，ＭＣＮＡＭＡＲＡ Ａ，ＴＵＲＮＥＲ Ｒ Ｍ．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ｐｏｌｙｅｔｈｅｒｅｔｈｅｒｋｅｔｏｎｅ（ＰＥＥＫ）ａｎｄ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ｂｒｅ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ＰＥＥＫｉ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ＭａｔｅｒＳｃｉＬｅｔｔ，

２００５，６（２）：１８８１９０．

［本文编辑］　翟铖铖

３１６　中国临床医学　２０２１年８月　第２８卷　第４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２１，Ｖｏｌ．２８，Ｎｏ．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