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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安全共识·

单纯性肾囊肿手术治疗的安全共识
（中国医促会泌尿健康促进分会，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泌尿外科学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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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性肾囊肿（ｓｉｍｐｌｅ　ｒｅｎａｌ　ｃｙｓｔｓ，ＳＲＣｓ）是一种

良性病变，也是人类肾脏疾病中最常见的病变，好发

于成人，男性多于女性，其发病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升

高，５０岁以上健康人群肾囊肿超声检出率达６．３６％
～２４％［１］。

随着微创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单纯性肾囊肿主要

以微创治疗为主［２］。包括超声引导下囊肿穿刺引流

硬化术、经腹腔或经腹膜后腔单孔或多孔腹腔镜肾囊

肿去顶减压术及近年开展的输尿管软镜内切开引流

术、经皮肾镜肾囊肿去顶减压术等，开放性手术已基

本淘汰。上述几种微创手术方式在各级医院均有不

同程度的开展，本共识将从条件保障、人员培训、规范

操作、并发症防治和患者管理等方面，从多角度推荐

上述几种常见的肾囊肿手术的安全准则，希望为从业

者的临床实践提供参考。本次讨论的单纯性肾囊肿

主要指Ｂｏｓｎｉａｋ分级 中Ⅰ级、Ⅱ级 及ⅡＦ级 囊 肿，Ⅲ
级和Ⅳ级囊肿不在本次讨论范围内。

１　腹腔镜肾囊肿去顶减压术安全共识

随着腹腔镜微创技术的发展进步和推广应用，腹
腔镜肾囊肿 去 顶 减 压 术（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ｒｅｎａｌ　ｃｙｓｔ　ｄ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ＲＣＤ）已 成 为 治 疗 单 纯 性 肾 囊 肿 的 首

选方法［３］，并应用于多数医院，其有效性及安全性得

到了医师及众多患者的认可。
目前，ＬＲＣＤ已经成为泌尿外科腹腔镜初学者的

入门手术，该手术需要一定的腹腔镜操作基础，而由

于规范化培训、设备性能、操作水平、病例选择及患者

健康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初学者对部分复杂性肾

囊肿手术难以从容应 对。此 外，ＬＲＣＤ术 中、术 后 出

血、集合系统损伤、肾盏憩室误诊误治后漏尿、腹腔内

脏器损伤等并发症时有发生，使得该手术方式存在一

定的 风 险 性。因 此，提 高 对ＬＲＣＤ流 程 及 安 全 性 的

认识，对于临床上该术式的顺利实施以及进行更复杂

的腹腔镜手术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１．１　医院、科室条件保障

１．１．１　组织 架 构　开 展ＬＲＣＤ的 医 院 应 具 备 的 学

科至少包括：泌尿外科、麻醉科、手术室、放射科、超声

科及日间手术病房等。开展ＬＲＣＤ日间手术的科室

应具备完善的日间手术管理流程。医院应建立处置

严重并发症的应急处理机制及预案（包括：重症监护

室、急会诊、科室间转运机制等），以 保 障 接 受ＬＲＣＤ
患者的医疗安全。

１．１．２　人员保障　ＬＲＣＤ虽然是泌尿外科腹腔镜手

术的入门级手术，但手术风险和并发症与其他泌尿外

科腹腔镜手术基本一致。开展ＬＲＣＤ的临床科室需

尽可能配备专门的医疗团队以保障ＬＲＣＤ工作的顺

利开展，并制定肾囊肿患者接诊、治疗、随访的管理流

程及处理各种并发症的能力。主刀医师和助手均应

熟悉腹腔镜理论及操作，并进行过腹腔镜手术操作的

相关专业培训，同时要具备一定的开放手术能力，以

备腹腔镜手术中转为开放手术。

１．１．３　设备匹配　ＬＲＣＤ对腹腔镜设备及器械要求

不高，基本 的 腹 腔 镜 仪 器 设 备 就 能 满 足 需 要。放 射

科／超声 科 能 进 行 强 化 计 算 机 断 层 扫 描（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Ｔ）检查、Ｘ线（造影）及彩超等检查，以
便患者明确诊断及必要的鉴别诊断；麻醉科配备全身

麻醉呼吸机及相应抢救设施；手术室配备全套腹腔镜

设备，包括摄像系统、冷光源、气腹机以及腹腔镜常用

手术器械等，必要时可准备超声刀等能量器械；同时

应准备开放手术器械，以备腹腔镜手术可能中转为开

放手术。
专家共识推荐：ＬＲＣＤ的 安 全 和 顺 利 开 展，需 要

医院及各相 关 科 室 的 政 策 扶 持、设 备 硬 件 及 人 员 保

障，开展ＬＲＣＤ的 医 院 及 科 室 需 要 拥 有 处 置 严 重 并

发症应急处理机制、条件及能力，以最大限度地保证

患者的医疗安全。主刀医师应接受腹腔镜规范化培

训，在最初的手术中，应有丰富腹腔镜手术经验的高

年资医师进行术中指导。

１．１．４　医患沟通与患者管理　手术前应与患者及家

属进行充分地沟通，详细询问病史，包括家族史、既往

史、用药史、过敏史、月经史、是否妊娠，尤其要重点询

问有无服用抗凝药物及其他全身麻醉手术禁忌药物

（如利血平等）。根据病情及科室情况制定日间手术

或常规住院手术操作流程，同时按照要求进行术前检

查，告知患者所患疾病及需要采取的手术方式，手术

可能出现的 风 险 及 并 发 症，以 及 其 他 替 代 的 治 疗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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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完善术前谈话，签署知情同意书；治疗过程中应

密切观察，记录患者的不良反应。术后应由主治医生

进行随访，评估治疗效果，完成患者的全程管理。
专家 共 识 推 荐：ＬＲＣＤ时 应 重 视 患 者 的 全 程 管

理。ＬＲＣＤ前应首先完成患者“疾病评估（是 否 适 合

腹腔镜手术）”———“安 全 评 估”———“患 者 教 育”———
“知情同意”的流程式管理；围手术期应密切观察，确

保安全有效实施ＬＲＣＤ。

１．２　实施操作

１．２．１　患者评估　术前的实验室检查：血常规、凝血

常规、尿常规、肝肾功生化、血型和感染筛查。必要的

影像学 检 查：泌 尿 系 超 声、腹 部ＣＴ平 扫＋强 化［４］。
如果强化ＣＴ不能完全确定囊肿来源和性质，可行增

强ＣＴ延迟成像、排 泄 性 尿 路 造 影 和／或 患 侧 逆 行 肾

盂造影检查以进行鉴别诊断［５］。除了疾病评估外，还
需评估患者身体状态、手术史等，同样需要根据疾病

情况制定治疗方案，包括手术路径选择等。
专家 共 识 推 荐：单 纯 性 肾 囊 肿 有 时 与 肾 盂 旁 囊

肿、肾盏憩室、重复肾积水以及囊性肾肿瘤等难以鉴

别，需结合各项检查明确诊断，以防误诊误治，造成不

必要的并发症发生。

１．２．１．１　ＬＲＣＤ适应证　多 种 指 南 均 认 为［６］，直 径

＜４ｃｍ的单纯 性 肾 囊 肿 且 无 临 床 症 状 者，可 不 予 处

理，但应定期复查Ｂ超或ＣＴ动态观察其变化。但出

现下列情况应考 虑 手 术 治 疗：①直 径≥４ｃｍ且 有 明

显症状或并 发 症 者，如 合 并 腰 痛、反 复 尿 路 感 染、血

尿、高血压等症状；②有明显分隔或多房性囊肿；③生

长迅速，体积迅速增大的囊肿；④处于稳定期的感染

性囊肿或脓肿。

１．２．１．２　ＬＲＣＤ禁忌证　ＬＲＣＤ禁忌证为：①妊娠；

②未纠正的凝血功能障碍；③严重心肺脑疾病无法耐

受全身麻醉；④严重肥胖或骨骼畸形影响腹腔镜操作

等。对于Ｂｏｓｎｉａｋ分级中Ⅲ级囊壁有实性成分、分隔

或囊壁有明显强化，以及ＢｏｓｎｉａｋⅣ应列为禁忌证。
专家共识推荐：ＬＲＣＤ是所有可以耐受全身麻醉

手术的肾囊肿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对于符合手术指

征的肾囊肿患者都应详细介绍；而对于囊肿位置特殊

或身体状况较差的患者，应考虑其他替代治疗方案。
妊娠及严重 心 肺 脑 疾 病 是ＬＲＣＤ绝 对 禁 忌 证；当 凝

血功能障碍得到纠正，仍可选择性地考虑ＬＲＣＤ。

１．２．２　临床操作　泌尿外科腹腔镜手术可采用经腹

腔路径和腹膜后路径。经腹腔路径操作空间大，有利

于复杂情况的处理；但该入路对操作者技术要求高、
对腹腔脏器功能有干扰、腹腔内脏器损伤风险较大。
腹膜后路径相对风险小，对腹腔内脏器官干扰小，但

需要建立腹膜后空间，空间狭小，初学者不易完成操

作。这２种 路 径 都 可 以 进 行ＬＲＣＤ操 作，但 经 腹 膜

后路径是肾囊肿去顶减压术的最常用途径，经腹腔途

径常用于复杂肾囊肿、特殊位置囊肿或可疑恶变囊肿

等的处理。此外，具体采用哪种路径也与主刀医生的

个人习惯和所经历的腹腔镜培训有关。上述２种入

路在术前准备、麻醉方式、手术操作以及术后并发症

等方面基本相同，不再逐一介绍，本共识操作以经腹

腔路径为例进行讨论。①麻醉方式为气管插管全身

麻醉。②手术 体 位 选 健 侧 卧 位，后 倾１５°，头 低 足 低

折刀位。③穿刺点常规采用三孔法，患侧胸骨中旁线

肋缘下２横指处（Ａ点）、患侧腋前线脐水平（Ｂ点）、
腹直肌外缘脐水平（Ｃ点）。④气腹机压力设定为１４
ｍｍＨｇ，在Ａ点 采 用 Ｖｅｒｅｓｓ气 腹 针 穿 刺 入 腹 腔，建

立气腹。⑤气腹建 立 满 意 后，Ｃ点 置 入１０ｍｍ　Ｔｒｏ－
ｃａｒ入腹腔，置入腹腔镜，接监视器。⑥在腹腔镜直视

下，观察气腹针位置及腹腔内脏器有无损伤，拔出气

腹针，于Ａ点及Ｂ点置入５ｍｍ　Ｔｒｏｃａｒ，分别置入操

作件，建议左手持无创伤抓钳，右手持超声刀。⑦超

声刀沿结肠旁沟打开腹膜返折，将结肠推向内下方，
超声刀切开 肾 周 筋 膜 及 肾 周 脂 肪 囊，直 至 显 露 肾 包

膜。⑧找到肾囊肿，将囊肿完全游离后，在囊肿顶壁

打开小口，吸 净 囊 液，打 开 囊 肿，观 察 囊 肿 内 有 无 分

隔、钙化及赘生物等，确定无异常后，沿囊壁与肾实质

交界处０．５ｃｍ切除囊壁。⑨囊壁切除后，边缘及术

野彻底止血，沿Ｂ点Ｔｒｏｃａｒ放置引流管，结束手术。
专家共识推荐：术者可根据自己的操作习惯合理

选择ＬＲＣＤ的入 路，对 于 肾 脏 背 侧 囊 肿 及 腹 部 有 手

术史的患者优先选择腹膜后路径。对于有腹部手术

史的患者，经 腹 腔 路 径 建 立 气 腹 及 置 入 第１个１０
ｍｍ　Ｔｒｏｃａｒ时均 为 盲 穿 操 作，损 伤 腹 腔 内 脏 器 的 几

率高，要注意操作安全，必要时可逐层切开腹壁进入

腹腔放置 第１个 Ｔｒｏｃａｒ，避 免 盲 穿。对 于 靠 近 肾 门

附近的囊肿，游离及切除囊壁时要尤其注意避免损伤

肾门周围的肾血管、胰尾（左侧）等结构。术中打开囊

肿后要注意观察囊肿内有无分隔、钙化及赘生物等表

现，因为部分细小分隔或赘生物在术前影像学检查难

以发现。如怀疑有恶性肿瘤可能，术中需要行快速冰

冻切片检查。同时，需要注意囊肿底部是否与集合系

统相通，以排除肾盏憩室的可能性。

１．２．３　疗 效 评 估　ＬＲＣＤ的 总 体 复 发 率 约 为１％，
复发的主要原因包括术者操作技术水平，囊肿位置等

因素。术后应进行常规随访，术后３个月、１２个月行

超声检查，必要时行ＣＴ检查。手术１年后定期体检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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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共识推荐：术后３个月应对所有患者进行疗

效评估，行Ｂ超检查评估术后手术效果，包括囊肿有

无复发、肾周有无积液等情况。

１．３　临床风险事件的管理和控制

１．３．１　不良反应管理

１．３．１．１　肩 背 部 疼 痛　在 腹 腔 镜 肾 囊 肿 手 术 中 少

见，主要原因是手术中ＣＯ２气体积聚在膈肌下方刺激

膈神经导致。手术结束时按压腹部，尽量排净腹腔内

ＣＯ２，防止ＣＯ２术后积聚在膈肌下方，可有效避免 肩

背部疼痛。

１．３．１．２　腰腹部疼痛　主要是经后腹腔路径，术后

易出现腰腹部疼痛，与皮神经切断有关；甚至会出现

长期腰腹部疼痛不适、针刺感、麻木感、烧灼感等，可

给予局部理疗处理。

１．３．１．３　肠道胀气　与手术中游离肠道有关，手术

中尽量减少对于肠道的游离，术后鼓励患者早期下床

活动，促进肠蠕动恢复，可减轻肠道胀气。

１．３．２　特殊人群　对于术前无腹部手术史及腹腔感

染史的患者，也有可能合并较为严重复杂的肠粘连。
如果术中发现严重的肠粘连，应仔细分离，避免损伤

肠道，同时从５ｍｍ　Ｔｒｏｃａｒ处置入５ｍｍ腹腔镜，观

察１０ｍｍ　Ｔｒｏｃａｒ穿刺处有无肠道损伤。
专家共识 推 荐：术 后 管 理 对 于ＬＲＣＤ也 至 关 重

要，不能因为手术操作相对简单而掉以轻心。对于患

者术后可能出现的不适，应密切观察、及时处理，并做

好心理疏 导，消 除 患 者 恐 惧 心 理，有 利 于 患 者 快 速

康复。

１．３．３　并发症和意外事件的处理　ＬＲＣＤ的并发症

包括腹腔镜操作相关并发症和囊肿去顶减压手术相

关并发症，腹腔镜操作相关并发症主要包括出血和腹

腔内脏器损伤，囊肿去顶减压手术相关并发症主要是

肾脏结构的损伤，包括肾血管及集合系统的损伤，以

及切除囊壁引起的出血性并发症。

１．３．３．１　出血　出血是ＬＲＣＤ最常见并发症，引起

出血的主要操作有：①建立气腹时，气腹针损伤腹壁

及腹内血管导致出 血；②置 入Ｔｒｏｃａｒ时 损 伤 腹 壁 及

腹内血管导致出血；③游离肾脏及囊肿时损伤肾脏血

管及周围脏器引起出血；④切除囊壁时，囊肿切缘及

囊肿底部 出 血；⑤手 术 结 束 时，放 置 引 流 管 及 缝 合

Ｔｒｏｃａｒ戳口引起的出血。
从建立气腹开始直到放置引流管结束手术，都可

能引起出血。尤其是气腹针及第１个１０ｍｍ　Ｔｒｏｃａｒ
都属于盲视下穿刺，容易损伤血管及脏器。置入腹腔

镜后，应先观察气腹针及１０ｍｍ　Ｔｒｏｃａｒ有无造成脏

器及血管损伤。分离囊肿时，如果囊肿体积大，影响

操作，可以将囊液吸净后，待囊肿壁塌陷后再彻底游

离囊肿，避免在囊肿遮挡视线时盲目分离。切除囊壁

时，应距离肾实质０．５ｃｍ处切除囊壁，避免过多切除

肾组织引起出血。手术结束前应降低气腹压力，仔细

观察术野，一旦发现出血，应用电凝、超声刀、止血夹

或缝合止血等措施立即止血。手术结束时，应在直视

下拔出Ｔｒｏｃａｒ，全层缝合戳口，避免仅缝合皮肤导致

皮下或肌肉血管出血流入腹腔。
专家共识推荐：出血是伴随整个手术过程都可能

出现的并发 症，从 手 术 开 始 直 到 结 束 都 应 该 保 持 警

惕，手术过程中应仔细操作，动作轻柔，认清楚解剖结

构，切勿盲目操作。此外，合理利用超声刀等能量设

备，可以减少出血性并发症的发生。

１．３．３．２　腹腔内脏器损伤　腹腔内脏器损伤是所有

腹腔镜手术都可能遇到的并发症，尤其是有腹腔炎症

史、手术史的患者更容易发生；肾囊肿合并感染时也

可导致肾脏周围脏器粘连。腹腔内脏器损伤最常见

的是肠道损伤，包括结肠和小肠。其他的损伤包括肝

脏、胆囊、胃、胰腺和脾脏的损伤。①肠道损伤最容易

发生在建立气腹和置入第１个１０ｍｍ　Ｔｒｏｃａｒ时，这

时的操作是盲视下操作，术者无法观察腹腔内情况，
只能凭借经验和手感，尤其在腹腔内存在粘连的情况

下，更容易发生肠道损 伤。ＬＲＣＤ时，患 者 采 取 侧 卧

位，腹腔内脏器下移，患侧胸骨旁线肋缘下二横指处

发生脏器粘连的几率相对低，可作为穿刺建立气腹的

安全位置，但在右侧穿刺时应将气腹针针尖略向下倾

斜，避免损伤肝脏。置入第１个１０ｍｍ　Ｔｒｏｃａｒ时尤

其要注意，如果怀疑腹腔内有脏器粘连，有腹腔内脏

器损伤 可 能 时，应 先 从 建 立 气 腹 处 置 入１个５ｍｍ
Ｔｒｏｃａｒ，置入５ｍｍ腹腔镜，在直视下再穿刺置入１０
ｍｍ　Ｔｒｏｃａｒ。也可采 用 直 视 下 开 放 建 立 气 腹。②右

侧肾囊肿手术时，如果囊肿位于肾脏上极或内侧，需

要分离并抬起肝脏，要注意避免损伤肝脏和胆囊。分

离肾脏内侧时，有时十二指肠会粘连在肾脏内侧，分

离时要注意避免损伤。③左侧肾囊肿手术时，如果囊

肿位于肾脏 上 极 或 内 侧，需 要 分 离 并 将 脾 脏 推 向 内

侧，要注意避免损伤脾脏及其血管。在分离肾脏内侧

时，尤其是靠近肾门的囊肿，分离时要注意避免损伤

胰尾和左侧肾上腺。
专家共识 推 荐：腹 腔 内 脏 器 损 伤 是ＬＲＣＤ较 为

严重的并发症，要求术者在手术操作时高度重视，加

以预防。术前应仔细评估患者有无腹腔内脏器感染

或粘连的危险因素，重点关注有腹部手术史的患者，
为了尽可能避免腹腔脏器损伤，可以行后腹腔入路的

ＬＲＣＤ。在手术操作过程中要熟悉解剖结构，尽量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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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解剖层次逐层钝性分离和游离，避免在解剖不清晰

的情况下盲目分离或暴力分离。

１．３．３．３　肾盂、输尿管损伤　肾盂、输尿管损伤也是

ＬＲＣＤ的常见并发 症 之 一［７］，发 生 的 原 因 有：①误 诊

肾盏憩室为肾囊肿而行手术；②囊肿位置较深，或以

内生性为主，与集合系统关系密切；③肾脏中下极腹

侧囊肿，或肾盂旁囊肿，与肾盂及输尿管关系密切，术
中误伤；④囊肿与肾盂、输尿管及周围组织粘连严重。
预防措施：最重要的是要在术前做好评估，判断囊肿

与集合系统 的 关 系，术 中 认 清 解 剖 结 构，避 免 损 伤。
对于肾盂旁囊肿或肾下极较大的囊肿，必要时可在术

前置入输尿管导管，持续滴入亚甲蓝溶液，术中可见

肾盂蓝染，如发生肾盂或输尿管损伤，也可及时发现。
处理：术中发现 肾 盂 或 输 尿 管 损 伤，可 逆 行 置 入 双Ｊ
管，肾周放置引流管后充分引流，损伤严重时可行创

面缝合或输尿管吻合。如术后发现引流液突然大量

增加，２４ｈ引流量超过５００ｍＬ，应考虑术后漏尿的可

能，此时可行术侧肾盂逆行造影检查，如发现造影剂

自集合系统外溢，即可明确诊断，可逆行置入双Ｊ管

充分引流，手术１个月后拔除双Ｊ管。如发现造影剂

自输尿管外溢，考 虑 输 尿 管 损 伤，如 能 逆 行 置 入 双Ｊ
管，手术３个月后拔除。如输尿管损伤严重，无法置

入双Ｊ管，应考虑再次手术行输尿管修补或吻合。
专家共识推荐：重视术前评估，术前应仔细分析

影像学资料，了解囊肿位置以及与集合系统关系，必

要时可行强化ＣＴ尿路成像 三 维 重 建（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ｚ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ｕｒ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ＴＵ），术中尽量避免对集合

系统的损伤。术后密切观察引流量，及早发现尿漏，
尽早处理。

１．３．３．４　囊 肿 复 发　ＬＲＣＤ后 囊 肿 的 复 发 率 约 为

１％，主要原因是囊壁切除过少导致囊肿闭合，而残存

囊壁仍有分泌功能导致囊肿复发［８］。有学者提出，在
手术过程中剥离并切除囊肿底部囊壁，可彻底预防囊

肿复发。但此种操作风险高，出血及损伤肾组织概率

大，且不适用于内生性囊肿，不宜临床推广。也有学

者提出在切 除 囊 壁 之 前，采 用 无 水 乙 醇 反 复 冲 洗 囊

腔，硬化残存 囊 壁，使 其 失 去 分 泌 功 能，避 免 囊 肿 复

发，手 术 操 作 相 对 简 单，无 明 显 风 险，可 以 借 鉴

应用［９］。
专家共识推荐：为避免ＬＲＣＤ后囊肿复发，手术

操作中应尽量多切除囊壁。同时可以选择性地采用

无水乙醇等药物注入囊腔内，硬化囊壁后再去顶，可

减少囊肿的复发。

２　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硬化治疗肾囊肿安全共识

随着超声介入技术的不断发展，超声引导下经皮

穿刺抽液硬化治疗肾囊肿已在国内外广泛应用。它

可以清晰显示囊肿的位置、大小、深度以及与周围脏

器的关系，能 实 时 观 察 穿 刺 治 疗 过 程，操 作 简 便、安

全、费 用 低，且 无 ＣＴ 引 导 下 穿 刺 的 Ｘ 线 辐 射 损

害［１０］。由于存在设 备 性 能、规 范 化 培 训、操 作 水 平、
病例选择及患者健康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别，而且需

要一定的介入超声操作基础，在医疗过程中并发症甚

至医疗纠纷并不鲜见。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抽液硬

化治疗可导 致 的 并 发 症 包 括 肾 脏 出 血、周 围 脏 器 损

伤、及误将扩张的肾盏憩室／重复肾积水误诊为肾囊

肿行硬化治疗致肾切除等。因此，提高对肾囊肿超声

引导下经皮穿刺抽液硬化治疗安全性的认识，对于在

临床上顺利开展该技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节将从穿刺准备、安全操作、注意事项以及如

何避免并发症等方面介绍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抽液

硬化治疗的安全准则，希望为从业者的临床实践提供

参考。

２．１　医院、科室条件保障

２．１．１　组织架构　开展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抽液硬

化治疗的医院应具备的学科至少包括：泌尿外科、放

射科、超声科。同时医院应建立处置严重并发症的应

急处理机制（包括：急会诊、科室间转运机制等），以保

障接受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抽液硬化治疗患者的基

本医疗安全；放射科能进行强化ＣＴ检查及Ｘ线平片

（逆行造影）检查，放射科应制定严格的放射防护管理

制度及放射防护应急处理预案，设定责任人。手术室

配备超声机（多普勒彩超），一次性穿刺套装。

２．１．２　人员保障　开展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抽液硬

化治疗的手术医师应掌握介入超声理论，熟悉超声检

查及操作流程，并接受过超声引导下穿刺操作的相关

专业培训。

２．１．３　设备匹配　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抽液硬化治

疗目前较为普及，不需要特殊的设备和器械，有超声

机及一次性穿刺套装就能满足需要。
专家共识推荐：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抽液硬化治

疗的安全和顺利开展，需要医院及各相关科室的政策

扶持和设备硬件及人员保障，医院及科室需要拥有处

置严重并发症应急处理机制、条件及能力，以最大限

度地保证患者的安全。

２．１．４　医患沟通与患者管理　手术前应与患者及家

属进行充分地沟通。必须详细询问病史，包括有无乙

醇过敏史，完善术前检查，告知患者所患疾病及需要

采取的手术方式，手术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并发症等情

况以及其他替代的治疗方案。完善术前谈话，签署知

情同意书；治疗过程中应密切观察，记录患者的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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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术后应由治疗医生进行随访，评估治疗效果，
完成患者的全程管理及诊疗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２．２　实施操作

２．２．１　患者评估与知情教育　术前必要的实验室检

查：血常规、凝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生化。必要的

影像学 检 查：泌 尿 系 超 声、ＣＴ平 扫＋强 化。注 意 单

纯肾囊肿与肾盂源性肾囊肿和重复肾上位肾盂积水

的鉴别，如 果 强 化ＣＴ不 能 完 全 确 定 囊 肿 来 源 和 性

质，需要行增强ＣＴ延迟成像或患侧逆行肾盂造影检

查［１１］，必要时需在操作前进行超声造影检查。
专家共识推荐：肾囊肿有时与肾盂源性囊肿在超

声和强化ＣＴ下难于区分，必要的实验室检查和影像

学检查对判断肾囊肿的来源非常重要，至少要有超声

和强化ＣＴ联合 检 查，必 要 时 行 增 强ＣＴ延 迟 成 像、
逆行肾盂造影或超声造影检查。

２．２．１．１　适应证　直 径≥４ｃｍ的 单 纯 性 肾 囊 肿 且

有明显症状或并发症者，如：①合并有腰痛、反复尿路

感染、血尿、高血压症状；②年老体弱，严重心肺脑疾

病无法耐受全身麻醉者；③囊肿位于肾脏实质内，向

肾脏表面突出不明显的病例；④采用其他手术方式囊

肿复发者；⑤经 过 抗 感 染 治 疗 稳 定 的 感 染 性 囊 肿 或

脓肿。

２．２．１．２　禁忌证　囊性肾瘤，Ｂｏｓｎｉａｋ分级ⅡＦ级以

上的肾囊肿；妊娠；未纠正的凝血功能障碍；严重肥胖

或骨骼畸形影响操作等。肾脏上极内侧和肾门部的

囊肿为相对禁忌证，应谨慎对待。

２．２．２　临床操作　患者取健侧卧位或俯卧位，术前

再次超声明确囊肿位置及大小，选取最佳穿刺路径及

穿刺点，最好选择距离腹壁较近的穿刺点，避开脾脏、
肝脏和肠管，并 选 择 不 经 过 肾 实 质 和 肾 窦 的 穿 刺 路

径。常规消毒铺巾，２％利多卡因局部麻醉，超声引导

下将穿刺针经引导线刺入到囊肿中心偏下，针尖显示

满意后拔出针芯，接注射器抽尽囊液，记录囊液总量，
送常规生化和细胞学检查。如不能排除肾盂源性囊

肿，需进行超声引导下穿刺Ｘ线肾盂造影，以明确肾

囊肿与肾集合系统间的关系，避免对肾盂源性囊肿、
肾重度积水等误行硬化治疗。向囊内注入无水乙醇，
注射 量 为 抽 出 液 量 的１／５～１／４为 宜，保 留３～５
ｍｉｎ，抽尽后再注入，如此反复２～３次，最后注入５～
１０ｍＬ，拔出穿刺针，平卧观察１０ｍｉｎ。治 疗 过 程 中

严密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及有无不良反应出现，
如无异常反应即结束治疗。对于较大囊肿或是抽吸

不完整的患者可沿穿刺针留置单“Ｊ”型引流管，反复

多次用无水乙醇冲洗囊腔，直至囊腔完全硬化，失去

分泌功能，引流管无囊液引出后可拔除引流管；也可

反复多次穿刺，反复注入硬化剂，延长硬化治疗时间

以强化治疗效果。
专家共识推荐：超声引导下穿刺治疗要有清晰可

见、安全可达的穿刺路径。从皮肤穿刺点开始，经过

皮下组织等结构到达肾囊肿，路径上能够避开重要的

血管、脏器等；肾脏上极内侧和肾门部的囊肿穿刺路

径干扰较多、风险较大。应多方位、多切面、多角度扫

查囊肿找到 安 全 的 路 径，如 操 作 困 难 建 议 其 他 方 法

治疗［１２］。

２．２．３　疗效评估　术后以超声随访为主，随访时间

为术后３个月、６个月，并以术后６个月复查腹部 超

声结果为依据。治愈：囊肿完全消失；显效：囊肿直径

缩小１／２以上；好 转：囊 肿 直 径 缩 小 不 到１／２；无 效：
囊肿大小无变化。

２．３　临床风险事件的管理和控制

２．３．１　不良反应管理　疼痛、神经系统反应：与使用

硬化剂有关。无水乙醇外漏至囊外或使用量大，治疗

期间进入人体循环，会造成头晕、恶心等醉酒样反应，
严重者可发生虚脱。为减轻疼痛，在注射乙醇前向囊

腔内注射２％利多卡因溶液可缓解疼痛或改用其 他

硬化剂［１３－１４］。

２．３．２　特殊人群　对乙醇过敏者应密切观察，谨慎

操作，减少乙醇使用量或改用其他硬化剂。

２．３．３　并发症和意外事件的处理

２．３．３．１　出血　以囊内及肾周出血多见，与穿刺技

术和应用器材有关，使用软型穿刺针可以减少出血发

生率。

２．３．３．２　损伤　包括肾损伤、血气胸，穿刺时经肾实

质可引起肾损伤，肾上极囊肿高位穿刺时有可能损伤

肋膈窦或肋间血管，引起气胸或血气胸，发生活动性

出血时建议尽快行动脉栓塞或手术治疗。

２．３．３．３　尿瘘　是肾囊肿术后较常见的并发症，其

原因可能为：①囊 肿 与 肾 盂、肾 盏 相 通；②囊 肿 与 肾

盂、肾盏组织间隔较薄，术中穿刺时造成囊肿与集合

系统沟通；③乙醇硬化的引流管放置位置不当，压迫

局部组织，出现组织坏死，形成尿瘘。尿瘘治疗措施

包括：①经膀胱镜逆行置双Ｊ管，充分引流尿液，瘘道

可自行愈合；②对于囊腔较小，漏尿量较少的患者可

以尝试囊腔内注射无水乙醇、四环素等硬化剂以封闭

瘘口；③上述治疗无效者需开放手术处理，依据尿瘘

部位及对侧肾功能，行肾瘘口修补、肾部分切除或肾

切除术。
专家共识推荐：严格掌握适应证，注意单纯肾囊

肿与肾盂源性肾囊肿和重复肾上位肾盂积水的鉴别，
避免假性囊肿误穿，导致肾脏严重损害。穿刺时选择

９６６现代泌尿外科杂志　　２０２０年８月第２５卷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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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为囊肿和皮肤距离最近点，尽量避开胸膜、肝、脾等

脏器。穿刺过程中可抽出囊液行蛋白定性试验，囊肿

较大或抽吸不完全时，可留置引流管，反复多次用无

水乙醇 冲 洗 囊 腔 延 长 硬 化 治 疗 时 间 以 强 化 治 疗 效

果［１５］。

３　输尿管软镜内切开引流术治疗肾囊肿安全共识

临床上有些肾囊肿呈内生性生长，典型的如肾盂

旁囊肿，腹腔镜手术操作的解剖暴露和充分开窗引流

难度较大，术后也易复发。随着近年来微创设备及技

术的不断发展，这类有症状的内生性肾囊肿有了新的

治疗手段———输尿管软镜内切开引流术［１６］。采用逆

行经尿道输尿管软镜联合激光设备从肾内切开集合

系统黏膜与肾囊肿囊壁，将囊液引流至集合系统，从

而达到减压治疗肾囊肿的目的。该术式因其简便微

创，通过人体自然腔道的特点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因

其适应证选择手术例数的局限，其长期疗效和安全性

尚需得到大样本病例的进一步证实。相对于其他术

式，该手术方式有以下特点：①采用经尿道输尿管路

径处理囊肿，更符合经自然腔道路径，安全简单，恢复

快，创伤小。②双侧病变可同期处理，也可一并处理

肾结石；对于肾盂源性囊肿或肾盏憩室，该内引流法

亦为恰当的处理方式，且简化了手术流程。③采用经

尿道输尿管径路术式对于有出血倾向患者（糖尿病、
肝硬化、慢性肾功能不全、服用抗凝药物者），重度肥

胖者，二次手术者等具有优越性，并且有可重复操作

的优点［１７］。该手术方式的缺点是术前及术后需留置

双Ｊ管，治疗周期较长。
由于存在设备性能、规范化培训、操作水平、病例

选择及患者健康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别，而且需要一

定的输尿管软镜操作基础，在医疗过程中，并发症时

有发生。因此，提高对肾囊肿输尿管软镜内切开引流

技术治疗安全性的认识，对于在临床上开展该技术治

疗内生性肾囊性疾病的顺利实施以及借此进行更复

杂的输尿管软镜手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节将从术前准备评估、规范操作、并发症防治

等方面，在细则上介绍肾囊肿输尿管软镜内切开引流

术的安全规 范，希 望 为 手 术 操 作 者 的 临 床 实 践 提 供

参考。

３．１　医院、科室条件保障

３．１．１　组织构架　开展输尿管软镜钬激光内切开引

流技术的医院应具备的学科至少包括：泌尿外科、麻

醉科、手术室、内科、放射科、超声科，同时医院应建立

处置严重并发症的应急处理机制（包括：重症监护室、
急会诊、科室间转运机制等），以保障接受手术患者的

基本 医 疗 安 全；放 射 科 能 进 行 ＣＴＵ、多 平 面 重 建

（ｍｕｌｔｉｐｌａｎａｒ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ＰＲ）图 像 后 处 理 技 术 及

Ｘ线平片（逆行造影）检查，放射科应制定严格的放射

防护管理制 度 及 放 射 防 护 应 急 处 理 预 案，设 定 责 任

人。麻醉科配备全身麻醉呼吸机，麻醉科医师需通过

相关培训并 获 取 相 应 上 岗 资 格；手 术 室 配 备 全 套 设

备，包括摄像 系 统、输 尿 管 软 镜 操 作 系 统、钬 激 光 设

备、录像系统以及输尿管软镜常用手术器械。同时应

准备开放及腹腔镜手术器械，以备手术可能中转为腹

腔镜或开放手术。

３．１．２　人员保障　开展输尿管软镜钬激光内引流技

术的临床科室还应具备以下保障条件，包括：配备专

门的医疗团队以保障输尿管软镜钬激光内引流技术

工作的顺利开展；主刀医师应经过输尿管软镜相关知

识和操作培训，具有输尿管软镜操作及开放手术基本

能力及技术；主刀医生能独立操作超声仪，或有超声

科医生协助；科室根据医院的实际情况，制定肾囊肿

患者接诊、治疗、随访的管理流程及处理严重并发症

的应急处理预案。

３．１．３　设备匹配　输尿管软镜钬激光内切开引流技

术为输尿管软镜手术，对输尿管软镜设备要求相对较

高，一般需要相对较为清晰的输尿管软镜设备、钬激

光设备及专用Ｂ超机。目前较多地区级医院配备了

输尿管软镜及钬激光设备，所以能够满足手术开展的

基本要求。
专家共识推荐：输尿管软镜钬激光内切开引流技

术的安全和顺利开展，需要医院及各相关科室的政策

扶持和设备硬件及人员保障，开展输尿管软镜钬激光

内引流技术的医院及科室需要拥有处置严重并发症

应急处理机制、条件及能力，最大限度地保证患者的

医疗安全。医院必须配备齐全的输尿管软镜仪器设

备、钬激光设备及手术器械，同时主刀医师应接受输

尿管软镜技术规范化培训，在最初的手术中，应有输

尿管软镜手术经验丰富的高年资医师进行台下指导。

３．１．４　医患沟通与患者管理　手术前必须详细询问

病史，包 括 既 往 史、用 药 史、过 敏 史、月 经 史、是 否 妊

娠，尤其要重点询问有无服用抗凝药物及其他全身麻

醉手术禁忌药物（如利血平等）；完善术前检查，进行

充分的术前沟通，完成术前谈话，签署知情同意书；治
疗过程中应密切观察，记录患者的不良反应。术后应

由治疗医生进行随访，评估治疗效果，完成患者的全

程管理及诊疗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专家共识推荐：输尿管软镜钬激光内切开引流技

术时应重视患者的全程管理。输尿管软镜钬激光内

切开引流技术前患者应首先完成“疾病评估（是否适

０７６ Ｊ　Ｍｏｄ　Ｕｒｏｌ，Ｖｏｌ．２５Ｎｏ．８Ａｕｇ．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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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输尿管 软 镜 手 术）”———“安 全 评 估”———“患 者 教

育”———“知情同意”的流程式管理；围手术期应密切

观察，记录患者有无不良反应，保证安全有效开展输

尿管软镜钬激光内切开引流技术。

３．２　实施操作

３．２．１　患者评估与知情教育

３．２．１．１　适应证　①囊肿位置位于肾窦内或呈内生

性生长，邻近集合系统，其他手术方式不易接近；②囊

肿压迫集合系统引起腰痛、血尿等明确的临床症状，
或梗阻导致肾结石或肾积水，及合并肾功能不全或高

血压；③Ｘ线、Ｂ超 或ＣＴ等 影 像 学 检 查 明 确 为 内 生

性囊肿，压迫 肾 脏 集 合 系 统［１８］。内 生 性 囊 肿 的 判 断

标准为：肾囊肿向肾实质内或肾门凸入为主，突出肾

脏表面不明显；ＣＴＵ三维重建上显示内 侧 囊 壁 紧 贴

肾盂肾盏，且有１ｃｍ以上的面积重叠贴合［１９］。
专家共识推荐：对于直径≥４ｃｍ的集合 系 统 受

压的囊肿值得推荐，符合条件②者，应放宽条件，不以

直径为限。拟施行输尿管软镜肾囊肿内切开引流术

者应同时具备以上①或②＋③的条件［２０］。囊肿内壁

与肾集合系统有一定厚度（目测判断）者应慎重考虑

是否施行该手术。

３．２．１．２　禁忌证　①妊娠；②囊肿合并出血；③肾脓

肿或未予控制的泌尿系感染；④ＢｏｓｎｉａｋⅢ～Ⅳ级复

杂囊肿或囊性肾癌可能；⑤严重心肺疾病不能耐受手

术者；⑥有盆腔手术、放疗病史，输尿管病变下方有明

显狭窄、膀胱挛缩的患者；⑦尿道、输尿管、肾盂输尿

管连接部狭窄［２１］。
专家共识推荐：输尿管软镜下肾囊肿内切开引流

术必须严格掌握手术适应证。囊肿出血、感染、可疑

恶变是该术式的禁忌证。肾多发／多房性囊肿、常染

色体显性遗传多囊肾也不宜选择内切开引流术，因仅

能处理部分 内 生 性 肾 囊 肿，理 想 的 术 式 应 选 择 腹 腔

镜／开放下 囊 肿 去 顶 减 压 术。在 此 术 式 的 开 展 研 究

中，有关术后远期的并发症，尤其是囊壁黏膜上皮与

尿液长期接 触 是 否 会 导 致 慢 性 炎 症、增 生 甚 至 恶 变

等，国内外均无长期大样本的研究报道佐以询证，有

待进一步随访论证。

３．２．２　临床操作

３．２．２．１　术前准备　①病史采集：手术前必须详细

询问病史，包括病程、症状、视觉模拟疼痛评分、既往

史、用药史、过敏史等，尤其要关注患者对手术的接受

程度、包括对术式及转归进行充分的术前沟通。②需

完善的 检 查：血 常 规、尿 常 规、尿 培 养、凝 血 功 能、生

化、传染病几项；心肺功能评估；泌尿系超声、ＣＴＵ或

泌尿 系 磁 共 振 水 成 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ｕｒｏｇｒａ－

ｐｈｙ，ＭＲＵ），如果强化ＣＴ不能完全确定囊肿来源和

性质，需要行患侧逆行肾盂造影检查。
专家共识推荐：肾囊肿有时与肾盂源性囊肿在超

声和增强ＣＴ下难于区分，联合多种影像学检查对判

断肾囊肿的来源非常重要，至少要有超声造影和增强

ＣＴ联合检查，必要时增强ＣＴ延迟成像和逆行肾盂

造影检查。

３．２．２．２　手术操作　①麻醉采用全身麻醉或者硬膜

外麻醉，全身麻醉可以控制呼吸，进而控制肾脏的运

动，可以提高手术效率和安全性。体位通常采用截石

位。②硬镜拔出双Ｊ管，向患侧置入 导 丝，在 其 引 导

下置入输尿管软镜扩张鞘，拔出内芯，直视下置入相

匹配的输尿管软镜，进入集合系统。③观察肾盂肾盏

与囊肿的解剖位置，囊肿向内突出明显者可见淡蓝色

向内凸起的囊壁。部分患者的囊肿在软镜直视下并

不似腹腔镜下显著，是因为软镜下肾盂与囊肿间有肾

盂壁、脂肪、囊肿壁３层结构，这 也 是 许 多 患 者ＣＴＵ
或 ＭＲＵ下显示囊肿与集合系统毗邻，而术中较难寻

觅确定的原因。部分患者肾盂壁较厚，尤其是伴发过

感染者，如内镜下形态不能确定者，术中可体外超声

辅助定位下，引导输尿管软镜沿囊肿方向找到最薄处

的切开点。如果寻找困难，可在术中超声定位穿刺囊

肿注入亚甲蓝溶液，可帮助定位 囊 肿。④用２００μｍ
钬激光光纤以１．０Ｊ、１５～２５Ｈｚ的功率，将囊壁自最

薄弱处向周边虫蚀样切开，范围尽量切到囊肿与肾实

质交界缘，保证１～２ｃｍ以上的开窗范围［２２］，切除的

囊壁可用异物钳／网篮取出送病检。⑤置镜观察囊腔

内壁，明确是否有囊内结石或新生物并行相应处理。

⑥退镜、置导丝、留 置 双Ｊ管 和 导 尿 管。双Ｊ管 可 置

入囊腔内，有助于囊腔缩小，防止再次闭合。
专家 共 识 推 荐：术 前 影 像 学 评 估 囊 肿 位 置 隐 匿

者，与集合系 统 有 明 显 间 隔 者，不 建 议 软 镜 下 处 理。
术中囊肿内切开的面积足够大是防止复发的关键，双

Ｊ管近端可置于囊腔内引流。

３．２．３　疗效评估　输尿管软镜钬激光内引流技术的

总体复发率在５％左右，复发的主要原因包括术者操

作技术水平，囊 肿 位 置 等 因 素［２３］。软 镜 下 肾 盂 旁 囊

肿内切开引流术的所有患者术后应积极随访，在术后

３个 月、１２个 月 随 访 时 行Ｂ超 检 查。手 术１年 后 定

期体检即可。

３．３　临床风险事件的管理和控制

３．３．１　并发症和意外事件的处理　输尿管软镜钬激

光内引流技术的并发症包括输尿管软镜操作的并发

症和激光开窗内引流相关的并发症。输尿管软镜操

作的并发症主要是感染和输尿管损伤；激光开窗内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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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并发症主要是肾脏结构的损伤，包括囊壁出血和

囊内感染，以及内引流术后囊肿未缩小等。

３．３．１．１　术中出血　输尿管软镜手术可因各种原因

损伤集合系统黏膜而导致出血。术中出血多见于切

开创缘小血管的损伤。若少量出血，可选择钬激光烧

灼止血，也可退出输尿管软镜，置入输尿管鞘芯填塞

数分钟，让肾盂内的出血形成血凝块，压迫出血点，一
旦出血停止，可继续进行手术；若视野仍不清晰或者

活动性出血，则应及时终止手术，留置双Ｊ管二期手

术，避免因视野问题引起更为严重的并发症。在激光

的选择方面，高频低能功率的钬激光具有汽化和凝固

止血的作用较安全；也有相关报道认为使用绿激光、

２μｍ激光行组织切割时出血的风险较小。对于囊肿

壁的出血预防，术中应当精准定位，寻找突入集合系

统最薄弱的壁给予开窗，避免血管损伤，争取“一击而

中”；也可先 点 状 切 开，观 察 无 误 后 再 逐 步 扩 大 切 开

范围。
专家共识推荐：输尿管软镜术中出血比较常见，

集合系统黏膜导致出血最为多见，要选择黏膜薄壁处

切开，厚壁或肾实质要避免烧灼。若视野仍不清晰或

者活动性出血，不应盲目手术，应及时终止手术，避免

严重并发症发生。

３．３．１．２　输尿 管 损 伤　主 要 为 输 尿 管 扩 张 鞘（ｕｒｅ－
ｔｅｒ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ｓｈｅａｔｈ，ＵＡＳ）所致的输尿管损伤，发生率

可高达４６．５％。分为５级：黏膜出血点（０级）、黏膜

损伤（１级）、肌 层 损 伤 但 外 膜 尚 存（２级）、穿 孔（３
级）、撕脱（４级）。一旦出现输尿管损伤，应尽快结束

手术，术后应及时留置双Ｊ管。输尿管损伤的程度不

同，双Ｊ管留置的时间不同。０级和１级的输尿管损

伤，术后双Ｊ管应留置１～２周；超过２级的输尿管损

伤，术后双Ｊ管应留置３～６周。

３．３．１．３　感染　术后感染是软性输尿管镜常见的并

发症。围手术期感染主要参考输尿管软镜碎石术引

起尿脓毒症的防治原则：术前控制感染，术中在维持

视野清晰的前提下，尽量保持低压，低流量灌注，使用

大口径软镜输送鞘，有助于降低肾盂内压力，术后密

切监测，早期、足量、合理使用抗生素，循环支持治疗。
专家共识推荐：手术中保持输尿管镜鞘的出水通

畅，降低肾盂内压力以及缩短手术时间对于降低手术

的相关并发症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３．３．１．４　术后出血　术后囊腔内积血／少量肾周血

肿大多可自行吸收，血尿持续加重者建议早期拔除双

Ｊ管，症状可缓解。

３．３．１．５　囊肿复发　术后囊肿不消退／复发的几率

与手术适应证的掌握及术者的操作经验密切相关，主

要原因是囊壁切除过少导致囊肿闭合，残存囊壁仍有

分泌功能导致囊肿不消退／复发。

４　经皮肾镜通道治疗肾囊肿安全共识

近年来，经皮肾镜肾囊肿去顶减压术为部分单纯

性肾囊肿的治疗提出了一种新的手术思路。经皮肾

镜肾囊肿去顶减压术具有以下优势：①创伤小、出血

少；②手术 时 间 短、术 后 恢 复 快；③操 作 简 单 等［２４］。
但因其符合适应证的手术例数的限制，其长期疗效和

安全性尚需得到大样本的进一步证实。
本节将从术前准备评估、规范操作、并发症防治

等方面，在细则上推荐经皮肾镜肾囊肿去顶减压术的

安全规范，希望为手术操作者的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４．１　医院、科室条件保障

４．１．１　组织构架　开展经皮肾镜肾囊肿去顶减压术

的医院应具备的学科至少包括：泌尿外科、麻醉科、手
术室、内科、放射科、超声科，同时还应具备处置严重

并发症的应急处理机制（包括：重症监护室、急会诊、
科室间转运机制等），以保障接受手术患者的基本医

疗安全；放射科 能 进 行ＣＴＵ、ＭＰＲ图 像 后 处 理 技 术

及Ｘ线平片（逆行造影）检查，放射科应制定严 格 的

放射防护管理制度及放射防护应急处理预案，设定责

任人。麻醉科配备全身麻醉呼吸机，麻醉科医师需通

过相关培训并获取相应上岗资格；手术室配备全套经

皮肾镜设备，包括摄像系统、经皮肾镜操作系统、钬激

光设备、超声仪、录像系统等，以及经皮肾镜等常用手

术器械。同时应准备开放及腹腔镜手术器械，以备手

术可能中转为腹腔镜或开放手术。　
４．１．２　人员保障　开展经皮肾镜肾囊肿去顶减压术

的临床科室还应具备以下保障条件，包括：配备专门

的医疗团队以保障手术的顺利开展；科室根据医院的

实际情况，制定肾囊肿患者接诊、治疗、随访的管理流

程及处理严重并发症的应急处理预案。经皮肾镜肾

囊肿去顶减压术的风险和并发症与其他经皮肾镜手

术基本一样。因此，主刀医师和助手均应熟悉经皮肾

镜理论及操作，并进行经皮肾镜手术操作的相关专业

培训，同时要具备一定的腹腔镜及开放手术技术，以

备经皮肾镜手术中转为腹腔镜或开放手术。

４．１．３　设备匹配　经皮肾镜肾囊肿去顶减压术为经

皮肾镜通道手术，对经皮肾镜设备要求相对较高，一

般需要较为清晰的经皮肾镜设备，需要钬激光设备，
目前较多地区级医院配备了经皮肾镜及钬激光设备，
所以能够满足手术开展的基本 要 求。该 手 术 需 在Ｂ
超引导下完成，需配备高质量超声机。

专家共识推荐：经皮肾镜肾囊肿去顶减压术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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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和顺利开展，需要医院及各相关科室的政策扶持和

设备硬件及人员保障，开展经皮肾镜肾囊肿去顶减压

术的医院及科室需要拥有处置严重并发症应急处理

机制、条件及 能 力，以 最 大 限 度 地 保 证 患 者 的 安 全。

开展经皮肾镜的医院或科室必须配备齐全的经皮肾

镜仪器设备、钬激光设备及手术器械，同时主刀医师

应接受经皮肾镜技术规范化培训，在最初的手术中，

应有丰富经皮肾镜手术经验的高年资医师进行台下

指导。

４．１．４　医患沟通与患者管理

４．１．４．１　适应证　①位于肾背侧或下极的单纯性囊

肿［２５］，直径＞４ｃｍ；②囊肿引起的腰痛、血尿、感染等

症状，或压迫集合系引起梗阻导致肾结石或肾积水，

及合并肾功能不全或高血压；③肾囊肿合并同侧肾结

石或输尿管上段结石。

４．１．４．２　禁忌证　①妊娠；②凝血功能障碍；③肾脓

肿或未予控制的泌尿系感染；④ＢｏｓｎｉａｋⅢ～Ⅳ级复

杂囊肿或囊性肾癌可能；⑤严重内科疾病的患者，如

冠心病、心梗、脑梗或脑出血等，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

欠佳者。⑥腹侧单纯性肾囊肿或体积较小囊肿为相

对禁忌证。

专家共识推荐：该手术方式主要适合背侧或下极

肾囊肿，尤其适合需要同期处理同侧肾结石或输尿管

上段结石的患者，其他位置的肾囊肿需谨慎选择该术

式。因肺功能不全不能耐受全身麻醉手术者可考虑

选择硬膜外麻醉行该术式。

４．２　实施操作

４．２．１　患者评估与知情教育　手术前必须详细询问

病史，包括病程、症状、既往史、用药史、过敏史等，尤

其要关注患者对手术的接受程度、包括对术式及转归

进行充分的术前沟通。需完善血常规、尿常规、凝血

功能、生化、传染病；心肺功能评估；泌尿系超声，肾脏

ＣＴ平扫加增强、静脉肾盂造影、ＣＴＵ或 ＭＲＵ。

４．２．２　临床操作

４．２．２．１　麻醉、体位、建立通道　①麻醉：硬膜外麻

醉或全身麻醉；②体位：健侧卧位或俯卧位；③穿刺、

建立通道：消毒、铺无菌巾。Ｂ超引导下采用１８Ｇ穿

刺针行经皮肾穿刺至囊肿内（有可视穿刺肾镜的单位

可选择可视穿刺），将导丝置入囊腔，筋膜扩张器或球

囊扩张，通道的大小根据所选用的切除设备由Ｆ１４～
Ｆ３０。

４．２．２．２　切除囊壁　①设备：可选择有切割功能的

激光或者电切。激光可应用直出绿激光［２６］（功率４０

Ｗ 左右）、钬激光［２７］（功率６０～７０Ｗ）、铥激光（连续

波模式，功率４０～５０Ｗ）等。②激光切除：灌注液为

生理盐水，灌注压力１５０～２５０ｍｍＨｇ。建立通道后，

导丝留 在 囊 腔 内，置 入Ｆ８／９．８输 尿 管 镜 或 肾 镜，直

视下将鞘退至囊壁外，寻找囊壁与肾周脂肪的间隙利

用镜体在囊壁表面剥离，结合灌注泵水压冲力作用将

四周囊壁充 分 游 离［２８］，尽 可 能 游 离 至 囊 壁 与 正 常 肾

实质交界部分，此时囊壁大部分塌陷。此步操作动作

要轻柔，避免肾实质表面出血。采用异物钳钳夹囊壁

至鞘内并保持张力，直视下用激光切除游离的囊壁送

病理，将 囊 壁 切 除 至 距 离 正 常 肾 实 质０．３～０．５ｃｍ
处，彻底 止 血。囊 腔 内 放 置 引 流 管，术 后１～２ｄ拔

除。③电切镜切除：不安装电切镜鞘，直接置入电切

镜镜头，观察确认导丝位置位于囊腔后，安装电切镜

鞘作为通 道，观 察 囊 腔 内 外 情 况。电 切 镜 退 至 囊 肿

外，找到囊壁与肾周脂肪的间隙，利用镜鞘沿此间隙

钝性剥离囊壁，暴露出囊肿肾外部分，用环状电切襻

或针状电切襻完全游离切除肾外侧的囊壁［２９］。切除

过程中仔细观察囊壁颜色，避免损伤肾实质。最后取

出囊壁，留置引流管。

４．２．２．３　其他情况　①肾囊肿合并同侧肾结石：截

石位留置输尿管导管，然后改为 俯 卧 位，Ｂ超 引 导 下

行经皮肾穿刺，穿刺路径选择通过囊肿进入肾集合系

统。留置导丝并建立Ｆ２４通道，置入Ｆ８／９．８输尿管

镜或肾镜，寻及结石并采用ＥＭＳ超声或激光碎石后

留置双Ｊ管。保留导丝至肾内，直视下将鞘退至囊壁

外，囊壁分离方法同单纯肾囊肿，采用激光对囊壁进

行去顶切除。于肾集合系统放置肾造瘘管，术后３～

５ｄ拔除。单通道同时处理结石及囊肿，若结石与囊

肿位置无法行单通道处理，采用双通道分别处理。肾

结石 合 并 肾 囊 肿 的 关 键 技 术 是 穿 刺 路 径 的 选 择。

②腹侧囊肿：超声引导下穿刺，将导丝置入囊腔内或

囊肿边缘，然后沿导丝找到囊肿，若沿导丝无法找到

囊肿，可沿肾表面向腹侧游离，直至找到囊肿为止，最

后应用激光切除囊壁。

专家共识推荐：术前影像学评估囊肿位置，设计

好穿刺路径是关键。手术过程中注意囊壁的厚度，边

切边止血。目前该术式临床开展较少，尚无大规模开

展经验，应严格选择适应证，该术式主要适用于肾囊

肿合并同侧肾结石且需要同期处理的患者，对于其他

肾囊肿患 者，可 作 为 补 充 术 式，选 择 合 适 病 例 予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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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４．２．３　疗效评估　术后复查血常规、生化，视病情１

～２ｄ出院。分别 于 术 后３个 月、１２个 月 复 查 超 声，

手术１年后定期体检即可。

４．３　临床风险事件的管理和控制

４．３．１　术 中 出 血　术 中 出 血 多 见 于 囊 壁 较 厚 的 位

置。若少量出血，应用激光或电切容易止血；若出血

量较多，建议适当增加灌注流量，视野清楚的情况下

进行止血，一般都能成功止血。防治体会：注意囊壁

的厚度，边切边止血。在激光的选择方面，高频低能

功率的钬激光具有汽化和凝固止血的作用较安全，部

分较厚的囊壁可使用绿激光行汽化切割，这样出血的

风险较小［３０］。

４．３．２　液体外渗　因后腹膜具有较强的吸收能力，

且术中需要持续冲洗液冲洗来达到止血和保持手术

视野清晰的目的。所以如何控制术中冲洗液量来减

少后腹膜的吸收成为该手术的关键。术中冲洗液吸

收量与手术时间和冲洗量成正比，当手术中冲水时间

超过３０ｍｉｎ、冲洗液总量大于１０Ｌ或者冲洗速度大

于２００ｍＬ／ｍｉｎ时，冲洗液经过后腹腔吸收 较 明 显，

容易发生水中毒、血红蛋白和红细胞压积降低以及稀

释性低钠低钾。冲水时间较长则可能会因患者机体

吸收过多的冲洗液，使得循环超负荷而引起左心衰等

相应的并发症，术中需尽量缩短手术时间及术中冲水

量，术后严密观察引流量和电解质情况，避免出现水

电解质紊乱。防治体会：术中生理盐水冲洗过多、压

力过高可能会引起腹水，术后留置引流管会改善。术

中可应用利尿剂，生理盐水过多吸收可能引起循环紊

乱，注意灌注速度及压力。

４．３．３　感染　术前控制感染，术中低压灌注，术后密

切监测，早期、足量、合理使用抗生素。术后保留引流

管，保证引流通畅。

４．３．４　术后出血　术后囊腔内积血／少量肾周血肿

大多可自行吸收。

４．３．５　囊肿复发　术后囊肿不消退／复发的几率与

手术适应证的掌握及术者的操作经验密切相关，主要

原因是囊壁切除过少导致囊肿闭合，残存囊壁仍有分

泌功能导致囊肿不消退／复发。

专家共识推荐：该术式相对于腹腔镜手术无明确

的优势，仅适合于合并同侧结石的患者，而且对于手

术操作要求高，手术并发症出现几率相对较大，尤其

是合并肾结石的患者肾周往往粘连严重，分离困难，

更增加了手术难度和并发症发生率。即使对于合并

肾结石的患者，如果囊肿位于肾脏上极或肾门附近，

手术方式的选择应当慎重，不必勉强。可分期行肾结

石手术，再行超声引导下穿刺处理肾囊肿，最大限度

保证患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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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　晖　山东省立医院泌尿微创中心

杨文增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

俞蔚文　浙江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周　密　浙江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审稿与讨论专家（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正军　四川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楚　宁　黑龙江省医院泌尿外科

付伟金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

和术臣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二院泌尿外科

李　昕　北部战区总医院泌尿外科

李　新　武警特色医学中心泌尿外科

刘凌琪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刘龙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泌尿外科

那　溶　上海瑞金医院泌尿外科

牛海涛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泌尿外科

王艳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

肖　伟　湖南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闫　伟　北京同仁医院泌尿外科

张沂南　山东省立医院泌尿微创中心

赵晓智　南京鼓楼医院泌尿外科

朱清毅　江苏省中医院泌尿外科

卓　见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参考文献：

［１］ＢＩＳＨＯＦＦ　ＪＴ，ＫＡＶＯＵＳＳＩ　ＬＲ．Ｒｅｎａｌ　ｃｙｓｔ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Ｍ］．Ｉｎ

ＡＬＡＮ　Ｊ，ＬＯＵＩＳ　Ｒ，ＡＮＤＲＥＷ　Ｃ，ｅｔ　ａｌ．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ｗａｌｓｈ　Ｕｒｏｌｏ－

ｇｙ，ｅｄ　９．Ｐｈｉｌａｄｅｐｈｉａ：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０７：１７７２－１７７６．

［２］ＴＥＲＡＤＡ　Ｎ，ＩＣＨＩＯＫＡ　Ｋ，ＭＡＴＳＡＴＡ　Ｙ，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ｉｍｐｌｅ　ｒｅｎａｌ　ｃｙｓｔｓ［Ｊ］．Ｊ　Ｕｒｏｌ，２００２，１６７（１）：２１－２３．

４７６ Ｊ　Ｍｏｄ　Ｕｒｏｌ，Ｖｏｌ．２５Ｎｏ．８Ａｕｇ．２０２０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ｈｔｔｐ：／／ｊｍｕｒｏｌｏｇｙ．ｘｊｔｕ．ｅｄｕ．ｃｎ；ｚｇｍｎｗｋ．ｃｕｇ．ｔｏｐ

［３］ＡＧＡＲＷＡＬ　ＭＭ，ＨＥＭＡＬ　ＡＫ．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ｎａｌ

ｃｙｓｔ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Ｃｕｒｒ　Ｕｒｏｌ　Ｒｅｐ，２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０．

［４］ＣＡＲＲＩＭ　ＺＩ，ＭＵＲＣＨＩＳＯＮ　ＪＴ．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ｉｍｐｌｅ　ｒｅｎ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ｃｙｓｔｓ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ｓｐｉｒ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Ｊ］．

Ｃｌｉｎ　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０３，５８（８）：６２６－６２９．

［５］齐太国，金讯波．单纯性肾囊肿分型及其意义的研究［Ｊ］．泌 尿 外

科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０，２（２）：３０－３４．

［６］张涛，张沂南，夏庆华，等．腹腔镜肾盂旁囊肿切除术与去顶术疗

效比较［Ｊ］．泌尿外科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１，３（１）：２５－２７．

［７］韩刚，刘同伟，陈宇东，等．后腹腔镜肾囊肿去顶减压术后尿瘘一

例［Ｊ］．解放军医药杂志，２０１３，２５（５）：１１４－１１５．

［８］ＴＥＲＡＤＡ　Ｎ，ＡＲＡＩ　Ｙ，ＫＩＮＵＫＡＷＡ　Ｎ，ｅｔ　ａｌ．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ｒｅｎａｌ　ｃｙｓｔｓ［Ｊ］．ＢＪＵ　Ｉｎｔ，２００４，９３（９）：１３００－１３０２．

［９］熊晖，王正，相玉柱，等．腹腔镜肾囊肿去顶减压术联合无水酒精

囊内注入治疗单纯性肾囊肿［Ｊ］．泌尿外科杂志（电 子 版），２０１２，

４（４）：１４－１７．

［１０］周 永 昌，郭 万 学．超 声 医 学［Ｍ］．北 京：科 学 技 术 文 献 出 版 社，

２００３：１１４４－１１４９．

［１１］ＬＵＣＥＹ　ＢＣ，ＫＵＬＩＧＯＷＳＫＡ　Ｅ．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ｙ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ｄ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ｐｅｌｖｉｓ［Ｊ］．ＡＪＲ　Ａｍ　Ｊ　Ｒｏｅｎｔｇｅｎｏｌ，２００６，１８６

（２）：５６２－５７３．

［１２］陈兴发，贺大林，张宝莲，等．超引导下经皮穿刺注射四环素与无

水乙醇治疗肾 囊 肿 疗 效 比 较［Ｊ］．临 床 泌 尿 外 科 杂 志，２００６，２１

（８）：５８４－５８５．

［１３］廖华为，崔丽华，敖芳，等．超声引导下应用无水乙醇和聚桂醇治

疗单纯性肝、肾囊肿的疗效分析［Ｊ］．西南军医，２０１６，１８（４）：５３０－

５３１．

［１４］邹震，宇朱，张茜．无 水 乙 醇 与 聚 桂 醇 泡 沫 硬 化 治 疗 单 纯 性 肾 囊

肿效果比较［Ｊ］．浙江医学，２０１７，３９（１２２９）：２０４４－２０４６．

［１５］ＡＫＩＮＣＩ　Ｄ，ＡＫＨＡＮ　Ｏ，ＯＺＭＥＮ　Ｍ，ｅｔ　ａｌ．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ｓｅｓｓｉｏｎ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ｓｃｌｅｒ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ｓｉｍｐｌｅ　ｒｅｎａｌ　ｃｙｓｔｓ［Ｊ］．Ｅｕｒ　Ｊ　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０５，５４（２）：２９８－３０２．

［１６］ＷＡＮＧ　Ｒ，ＷＡＮＧ　Ｎ，ＴＡＮＧ　Ｊ，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ＭＰＲ－ＣＴＵ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ｇｕｉｄｅｄ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ｕｒｅ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ｎａｌ　ｃｙｓｔｉｃ　ｄｉｓ－

ｅａｓｅ［Ｊ］．Ｅｘｐ　Ｔｈｅｒ　Ｍｅｄ，２０１８，１５（１）：２８３－２８７．

［１７］俞蔚文，张大宏，何翔，等．输尿管软镜下钬激光切开内引流术治

疗肾盂旁囊肿的临床研究［Ｊ］．中华泌尿外科杂 志，２０１３，３４（７）：

４８９－４９２．

［１８］ＢＡＳＩＲＩ　Ａ，ＨＯＳＳＥＩＮＩ　ＳＲ，ＴＯＵＳＩ　ＶＮ，ｅｔ　ａｌ．Ｕｒｅ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ｓｉｍｐｌｅ　ｐａｒａｐｅｌｖｉｃ　ｒｅｎａｌ　ｃｙｓｔ［Ｊ］．Ｊ

Ｅｎｄｏｕｒｏｌ，２０１０，２４（４）：５３７－５４０．

［１９］ＹＵ　Ｗ，ＺＨＡＮＧ　Ｄ，ＨＥ　Ｘ，ｅｔ　ａｌ．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ｕｒｅ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　ｒｅｎａｌ　ｃｙｓｔ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Ｊ　Ｓｕｒｇ　Ｒｅｓ，２０１５，

１９６（１）：１１８－１２３．

［２０］ＬＵＯ　Ｑ，ＺＨＡＮＧ　Ｘ，ＣＨＥＮ　Ｈ，ｅｔ　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ｎａｌ　ｐａｒａｐｅｌ－

ｖｉｃ　ｃｙｓｔｓ　ｗｉｔｈ　ａ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ｕｒｅ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ｅ［Ｊ］．Ｉｎｔ　Ｕｒｏｌ　Ｎｅｐｈｒｏｌ，２０１４，

４６（１０）：１９０３－１９０８．

［２１］ＭＡＯ　Ｘ，ＸＵ　Ｇ，ＷＵ　Ｈ，ｅｔ　ａｌ．Ｕｒｅ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　ｓｉｍｐｌｅ　ｐａｒａｐｅｌｖｉｃ　ｒｅｎａｌ　ｃｙｓｔｓ［Ｊ］．

ＢＭＣ　Ｕｒｏｌ，２０１５，１５：４８．

［２２］熊晖，齐太国，于江，等．腹腔镜多囊肾囊肿去顶减压术联合输尿

管软镜囊肿切开内引流术治疗多囊肾的初步研究［Ｊ］．泌 尿 外 科

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８，１０（１）：４３－４７．

［２３］杨嗣星，吴旭，廖文彪，等．输尿管软镜下钬激光内切开引流术治

疗肾囊性疾病的安全性及疗效［Ｊ］．中华泌 尿 外 科 杂 志，２０１６，３７

（１）：１７－２０．

［２４］何朝辉，李逊，曾国华，等．微创经皮肾技术治疗单纯性肾囊肿１８

例［Ｊ］．广州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２（１）：３４－３５．

［２５］ＫＯＲＥＴＳ　Ｒ，ＭＵＥＳ　ＡＣ，ＧＵＰＴＡ　Ｍ．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ｅｒｃｕ－

ｔａｎｅｏｕｓ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ａｐｅｌｖｉｃ　ｒｅｎａｌ　ｃｙ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ｌｉｃｅａｌ　ｄｉｖｅｒｔｉｃｕｌａ

ｕｓｉｎｇ　ｂｉｐ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Ｊ］．Ｊ　Ｅｎｄｏｕｒｏｌ，２０１１，２５（５）：７６９－７７３．

［２６］ＬＵＫＡＣＳ　Ｂ，ＬＯＥＦＦＬＥＲ　Ｊ，ＢＲＵＹＥＲＥ　Ｆ，ｅｔ　ａｌ．Ｐｈｏｔ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ｇｒｅｅｎ－ｌｉｇｈｔ　１２０－Ｗ　ｌａｓｅｒ　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ｏｎｏｐｏｌａｒ　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ａ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Ｊ］．Ｅｕｒ　Ｕｒｏｌ，２０１２，６１

（６）：１１６５－１１７３．

［２７］胡嘏，杨俊，夏丁，等．经皮输尿管镜激光肾囊肿去顶术治疗肾囊

肿的安全性和有效性［Ｊ］．中华泌尿外科杂志，２０１７，３８（１）：１－４．

［２８］ＵＳＡＴＯ　ＷＦ，ＢＥＴＴＥＧＡ　ＬＢ．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ｅｎｄｏｃｙｓｔｏｌｙｓｉｓ，ａ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ｒｅｎａｌ　ｃｙｓｔｓ：ａ　１３－ｙｅａ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Ｊ］．Ｊ　Ｅｎｄｏｕｒｏｌ，２０１０，２４（９）：１４０５－１４１０．

［２９］ＨＡＭＥＤＡＮＣＨＩ　Ｓ，ＴＥＨＲＡＮＣＨＩ　Ａ．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ｄｅｃｏｒｔ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ｙｓｔｉｃ　ｒｅｎ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Ｋｏｒｅａｎ　Ｊ　Ｕｒｏｌ，２０１１，５２（１０）：６９３－

６９７．

［３０］ＴＥＨＲＡＮＣＨＩ　Ａ，ＨＡＭＥＤＡＮＣＨＩ　Ｓ，ＢＡＤＡＬＺＡＤＥＨ　Ａ．Ｐｅｒ－

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ｕｎｒｏｏｆ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ｎａｌ　ｓｉｍｐｌｅ　ｃｙｓｔ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ｃｅｎｔｒｅ［Ｊ］．Ａｒａｂ　Ｊ　Ｕｒｏｌ，２０１１，９（４）：２５５－２５７．

（编辑　魏毛毛）

５７６现代泌尿外科杂志　　２０２０年８月第２５卷第８期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目录（医脉通临床指南整理）
	１　腹腔镜肾囊肿去顶减压术安全共识
	２　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硬化治疗肾囊肿安全共识
	３　输尿管软镜内切开引流术治疗肾囊肿安全共识
	４　经皮肾镜通道治疗肾囊肿安全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