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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是以一种或多种病因反复作用形成的以

肝实质弥漫性纤维化、假小叶和再生结节形成为特

征的慢性进行性肝病。多种肝胆疾病可导致肝硬化

的发生，如病毒性肝炎、药物性肝炎、肝豆状核变性、

弥漫性胆管阻塞等。在肝硬化基础上又可发生肝细

胞癌等继发性病变。肝硬化患者的肝储备功能和再

生能力均显著降低，因此．限制了肝切除的范围．尤

其是大范围肝切除可引发术后肝功能不全，甚至危

及患者生命¨J。

由于对肝硬化患者肝切除术后肝功能不全的认

识不够充分、诊断标准不统一．手术方式和安全肝切

除体积的掌控都缺乏共识意见，导致临床上其预防

与治疗缺乏明确的专家指导意见。严重影响患者预

后。为了最大程度降低肝硬化患者肝切除术后肝功

能不全发生率及病死率，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肝胆

胰外科专业委员会组织国内经验丰富的相关领域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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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经过反复论证，共同制订了《肝硬化患者肝切除

术后肝功能不全的预防与治疗专家共识(2019版)》

(以下简称共识)，供各级外科医师临床实践参考。

本共识的证据和推荐意见均遵循推荐与评价分级系

统(the 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assessment，deve-

lopment．evaluation．GRADE)的要求，将证据质量分

为“高”“中”“低”和“极低”4个等级，推荐强度分为

“强烈推荐”和“一般性推荐”2个等级[2]。未来需

要开展全国性、多中心、前瞻性临床试验，为专家共

识的修订和完善提供更佳的循证医学证据。

l如何进行肝硬化诊断?

肝硬化的发生是一个渐进性病理过程。随着病

程的演进．肝细胞在致病因子作用下释放各种炎性

因子。刺激肝星状细胞合成大量以胶原为主要成分

的细胞外基质，使之沉积从而引起肝纤维化．进一步

加重导致肝脏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发展成弥漫性

伴结节性肝硬化。

肝硬化临床诊断目前仍以无创的影像学检查为

主．其中超声、CT和MRI检查为主要的影像学诊断

手段，此外还包括内镜、消化道钡剂造影检查等。肝

硬化患者超声检查主要表现为肝体积缩小、肝形态

失常和肝实质回声异常。合并门静脉高压症时有门

静脉增宽，失代偿时有腹腔积液等表现。肝硬化患

者多排螺旋CT和MRI的检查结果主要表现为肝脏

体积缩小、肝脏硬化结节、肝实质异常、门静脉增宽、

肝边缘变钝及变形；MRI加权成像检查还可显示表

观弥散系数与肝纤维化分级有相关性。为肝硬化的

影像学诊断提供新依据。磁共振弹性成像(magne—
tic resonance elastography，MRE)和Fibroscan检查能

较准确地区分轻、重度肝纤维化，其判断肝硬化准确

率更高‘3|。

MRI、CT、超声检查诊断肝硬化的准确率分别为

70．3％、67．0％、64．0％，3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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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但cT或MRI检查对肝脏形态和体积的测量分

析有助于肝硬化程度的判断。胃镜或消化道钡剂造

影检查发现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等间接征象有助于肝

硬化的诊断，但不是肝硬化诊断的必需条件。早期

肝硬化可无食管胃底静脉曲张表现，当合并门静脉

高压症时，50％患者可出现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其程

度与肝功能损害程度相关[4]。肝脏穿刺活组织病

理学检查仍是诊断肝纤维化及肝硬化的金标准．但

其为有创检查，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肝硬化患

者凝血功能较差、患者依从性差、活组织检查取样偏

差等，限制了其临床应用。

肝硬化的临床诊断还需结合患者病史和实验室

检测指标。多数患者能够从其病史中获取肝硬化的

病因。肝功能检查指标异常提示有肝脏损伤，但不

是诊断肝硬化的充分必要条件。肝硬化患者的

ALT、AST、ALP、GGT及胆红素指标可能高于健康人

群，而严重肝硬化患者血清Alb浓度低于健康人群。

肝硬化患者可出现PT延长、PLT和WBC降低。肝

纤维化相关检查还有Ⅲ型前胶原、Ⅳ型胶原、层黏连

蛋白、透明质酸酶、单胺氧化酶、I型前胶原氨端肽

原，但因血清学诊断指标缺乏特异性，故不作为常规

诊断指标。综上所述，上述血液指标异常提示肝硬

化，但其结果正常并不能否定肝硬化的存在。

推荐意见1：肝硬化的诊断主要依据肝脏超声、

M砒或CT检查显示的异常影像学征象。肝病病

史、相关血液学指标异常、内镜显示食管胃底静脉曲

张对诊断肝硬化具有参考意义，但不是必要诊断条

件。CT、MRI、MRE和Fibroscan检查有助于肝硬

化程度分级评估。(证据等级：高；推荐等级：强烈

推荐)

2如何对肝硬化患者进行肝储备功能量化评估?

肝储备功能是指肝脏应对生理负荷增加时可动

员的额外代偿潜能。其大小主要取决于功能性肝细

胞群的数量及其组织结构的完整性。肝脏在受到损

害的病理状态下，肝储备功能除了需应对机体代谢、

免疫和解毒等功能需求，还需满足肝脏自身组织修

复和再生的需要[5]。外科手术前以准确评估肝储

备功能为依据，确定患者可允许的肝切除体积，是预

防术后肝功能不全的关键。肝实质有无病变是判断

肝功能储备的重要因素。正常肝脏可耐受80％肝

实质切除：病变肝脏因肝功能损害程度不同所能耐

受的肝切除量有很大差异，至少需保留>30％的肝

实质。

目前临床上用于量化评估肝储备功能的主要指

标有Child．Pugh评分和吲哚菁绿(indocyanine

green，ICG)排泄试验。Child—Pugh评分是一种对肝

硬化患者肝储备功能进行量化评估的分级标准。该

标准将患者5个指标(包括血清胆红素、血清Alb浓

度、PT、肝性脑病、腹腔积液)的不同状态分别记以

1分、2分和3分。并以其总和大小将肝储备功能分

为A、B、C 3级，预示着不同严重程度的肝脏损害。

这是目前临床上最为常用的肝储备功能分级标准，

但较为粗略，其中的血液指标不够灵敏，而腹腔积液

和肝性脑病两个指标则相对主观。Child．Pugh A级

肝硬化患者肝脏代偿功能较好，能够耐受一定量的

肝切除。但同为Child．Pugh A级肝硬化患者肝储备

功能及能耐受肝切除体积的个体差异却很大，需要

进行更精确的定量评估。这个群体患者肝切除手术

后总体病死率为3％～8％[63。对于肝功能已经轻度

失代偿的Child—Pugh B级患者，所能耐受的肝切除

体积极其有限，其肝切除术后病死率达16％～25％。

Child．Pugh B级患者经过保守治疗后转为Child．

Pugh A级者，肝切除也不可比照Child—Pugh A级标

准，仅可施行肿瘤切除术；而对治疗后仍不能转为

Child．Pugh A级患者，则应放弃肝切除手术。Child．

Pugh C级表明肝脏功能严重失代偿．是肝切除手术

的禁忌证。

ICG排泄试验成为评估肝储备功能最有价值的

方法。对注入体内的ICG浓度进行实时分析，可定

量检测肝功能储备状况。临床上常用15 rain滞留

率(ICG—R，，)评估衡量患者所能耐受的肝切除体积，

其对肝硬化患者肝切除的预后判断价值已经得到证

实。已有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无门静脉高压征象的

Child—Pugh A级患者，若ICG．R．；<10％，预留肝脏

体积应不少于40％的标准肝体积(standard liver

volume，SLV)；ICG．R，。为10％～20％，预留肝脏体积

不少于60％SLV；ICG．R，；为21％～30％，预留肝脏体

积不少于80％SLV。Child．Pugh A级ICG．R，。>30％、

Child．Pugh A级伴门静脉高压症的患者只能行肝实

质切除率(切除肝实质体积占全部功能性肝体积的

比例)少于5％的微量肝切除。Child．Pugh A级

ICG—R，，>40％或Child—Pugh B级患者，只能行肿瘤切

除术。Child．Pugh C级是行肝切除术的禁忌证[5。7]。

需要注意。ICG排泄试验会受到肝脏血流异常

(门静脉栓塞和肝内动、静脉瘘等)，胆红素水平升

高，胆汁排泌障碍或应用血管扩张剂等因素影响，这

些情况下的ICG排泄试验结果并不可靠。其他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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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上不常用的肝功能定量试验方法，对肝储备功能

评估的临床价值尚未确定。

当肝脏损害不均匀时，以上方法并不能对特定

区域的肝脏功能作出准确判断。采用99Tcm DTPA

半乳糖人血清白蛋白(99Tc⋯一DTPA galactosyl human

serum albumin．99 Tc⋯一GSA)SPECT检查或Gd．EOB．

DTPA增强MRI检查两种功能影像方法，可望实现

肝脏区域性功能体积的检测，但相关指标判定体系

尚待进一步完善，故目前该类检查的临床应用尚受

到限制[8-9]。

推荐意见2：综合应用肝实质病变、Child-Pugh

评分和ICG．R．；3个参数对肝储备功能进行分级量

化评估。可为定量化安全肝切除提供决策依据。对

于肝硬化患者．Child．Pugh C级为肝切除手术禁忌

证，Child．Pugh B级只能行肿瘤切除术，Child．Pugh

A级可允许部分肝实质切除。其能耐受的肝实质切

除体积可进一步依据ICG．R，；结果作出精确判断。

(证据等级：高；推荐等级：强烈推荐)

3如何进行肝切除安全限量的个体化评估?

安全肝切除的前提条件是保留足够量的功能性

肝实质，仅保留必需功能性肝体积(essential func．

tional liver volume，EFLV)的最大允许肝切除量就是

肝切除安全限量(safety limit of liver resection，

SLLR)。标化必需功能性肝体积比(ratio of essential

to standard liver volume，R。。)为EFLV与个体标准肝

体积的比值，可作为安全肝切除的标尺。安全肝切

除的条件是标化剩余功能性肝体积比(ratio of rein．

nant to standard liver volume，RRs)不小于RFs，即RRs≥

R即其中R。。为剩余功能性肝体积与个体标准肝

体积之比值[】0I。SLV是成人在生理状态下相对稳

定的肝脏体积，其大小由人体表面积(body surface

·299·

area，BSA)决定，代表健康个体具有充分功能储备和

代偿潜能的理想肝脏体积。成人SLV估算目前多

采用日本东京大学Urata公式：SLV(mE)=706．2×

BSA(m2)+2．4⋯]。BSA采用DuBois公式计算而

得：BSA(m2)=人体质量(kg)0．425×身高(cm)o 725×

0．007 184112|。

目前．临床上以肝储备功能的量化评估与肝实

质体积的精确测量为基础。建立了个体化肝切除安

全限量决策系统，这一系统对手术后肝功能不全具

有一定预测作用[5,10,13]。对于肝硬化患者，可参照

以下标准个体化设定安全肝切除量：肝功能为

Child．Pugh A级，若ICG—R。，<10％，则RR。≥RFs=

0．4；若ICG—R，，为10％～20％，则RRs≥RFs=0．6；若

ICG—R，s为21％～30％，则RR。≥REs=0．8；若ICG．Rl，

为31％～40％，只能行肝实质切除率少于5％的微量

肝切除；若ICG—R，；>40％，只可行肿瘤切除术。

Child．Pugh B级也只允许肿瘤切除术。

推荐意见3：对于肝硬化患者，基于Child．Pugh

分级和ICG．R．；对肝储备功能进行量化评估，可推

断出个体患者的RE。，这一指标可作为评估安全肝

切除量的精确标尺。建议临床上参照图1显示的标

准进行定量肝切除的外科决策。(证据等级：中；推

荐等级：强烈推荐)

4如何进行术后肝衰竭的诊断及分级评估?

肝切除术后肝功能不全的临床表现主要包括明

显的低蛋白血症、高胆红素血症、大量的腹腔积液或

胸腔积液、肝性脑病和肝肾综合征等。肝衰竭是其

最严重形式，临床症状复杂，进展迅速，预后极差、病

死率高。根据发生术后肝衰竭的时间，可分为急性

型和亚急性型。急性型少见，多在术后1～2 d出现。

一旦发生，常伴有全身多脏器功能损害及神经系统

REs：标化必需功能性肝体积比

图1安全肝切除决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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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亚急性型相对常见，多在术后数日乃至数周，

以术后1周出现最多见，临床表现为黄疸逐渐加深、

腹腔积液、水及电解质紊乱、消化道出血、烦燥不安、

谵妄、昏睡、少尿或无尿等。上述肝功能不全的表现

可持续数周。若经治疗肝功能仍不能逐渐改善，预

示病情难以逆转。

肝切除术后创伤可引起肝功能的一过性改变，

表现为血清酶谱如ALT、AST升高，术后早期多可恢

复，并不一定意味着肝功能不全。但若持续而严重

的酶学改变合并胆红素的不断升高，则提示发生肝

功能不全的可能。

关于肝硬化患者肝切除术后肝功能不全的诊断

标准尚未统一．国际上常用的是50—50标准．即术后

第5天TBil>50 mmol／L，凝血酶原活动度<50％，即

应考虑肝功能不全的可能。该标准灵敏度和特异度

分别为69．5％和98．5％。

国际肝脏外科学组(ISGLS)根据肝切除5天后

国际标准化比值(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

INR)、高胆红素等检验指标，并结合肝脏功能、肾脏

功能、呼吸功能以及是否需要特殊评估和特殊临床

治疗，将肝硬化患者肝切除术后肝功能不全严重程

度分为A、B、c 3个等级。其中肝功能不全A级，凝

血正常(INR<1．5)，无神经症状，尿量正常[>0．5

mE／(kg·h)]，BUN<150 mg／dL，无尿毒症，动脉血

氧饱和度>90％，临床上不需要特殊处理。而肝功能

不全B级，已出现凝血功能不佳(1．5≤INR<2．0)，

开始出现神经系统症状(如嗜睡和困惑)，尿量不足

[≤0．5 mE／(kg·h)]，BUN<150 mg／dL，无尿毒症，

尽管有鼻导管或面罩吸氧但动脉血氧饱和度<90％，

这类患者通常需要腹部超声和(或)CT，胸部x线

片，痰、血、尿培养，颅脑cT检查等进一步检查评

估；临床处置需要输注新鲜冰冻血浆和Alb，每日给

予利尿剂和无创呼吸辅助，并转至中／重症监护室。

肝功能不全C级为最严重阶段，凝血功能不佳(INR≥

2．o)，出现严重神经症状和(或)肝性脑病，利尿剂

无法处置的肾功能衰竭．BUN≥150 mg／dL，有尿毒

症症状：在高流量吸氧状态下仍然为严重的低氧血

症(动脉血氧饱和度≤85％)，在肝功能不全B级

附加检查的基础上．还需增加颅内压监护：治疗上明

确需要转至重症监护室，并进行循环支持，气管插

管、机械通气支持，体外人工肝支持；进而行挽救性

肝移植u4|。

ISGLS分级标准在海德堡大学576例行肝切除

术患者中应用，结果显示：65例患者(11％)符合术

后肝功能不全的标准，其中5例(8％)术后平稳，

诊断为肝功能不全A级，47例(72％)为肝功能不全

B级，13例(20％)为肝功能不全C级。而各个分级

的围术期病死率分别为0、12％和54％[1 5I。

推荐意见4：肝硬化患者肝切除术后肝功能不

全的诊断可采用50．50标准。ISGLS关于肝功能不

全的分级标准对预后判断和治疗有一定指导意义。

(证据等级：中；推荐等级：一般推荐)

5肝硬化患者肝切除术后肝功能不全的危险因素

有哪些及如何预防?

肝硬化患者肝切除术后肝功能不全，除与肝实

质病变和肝储备功能不足两大关键因素有关外．尚

有多种围术期危险因素促进肝功能不全的发生。最

常见有以下几种：(1)剩余肝功能体积不足；虽然肝

体积足够，但脉管结构不完整．如流人道或流出道血

管损伤、胆管梗阻都会导致肝功能异常。(2)术中

大出血导致循环障碍和肝细胞损伤。(3)术中肝脏

血流阻断引起剩余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4)术后

腹腔和全身感染。(5)术后内环境失稳态，水、电解

质酸碱平衡紊乱所致肝功能损害，特别是剩余肝体

积处于边缘状态时．液体超负荷亦容易引起肝脏损

害加重。(6)肝脏血管性并发症造成肝功能损伤，

除了手术中损伤重要的出入肝血管外。恶性肿瘤或

其他易栓症合并血液高凝倾向，可自发形成门静脉

和(或)肝动脉血栓¨6|。

肝硬化患者肝切除术后肝衰竭重在预防。围术

期应针对各种诱发肝功能损伤的高危因素，采取积

极干预措施。针对以下方面需格外重视：手术中要

精确控制肝切除范围，在剩余肝功能体积足够同时

要确保其4组脉管结构完整，应避免肝组织缺血坏

死和胆汁漏引流不畅造成难以控制的继发感染。

手术中要控制大出血和超时限肝脏血流阻断，

以防止剩余肝脏的严重缺血再灌注损伤。手术中控

制肝脏出血的方法很多．要根据肝切除手术方式、剩

余肝体积、肝实质病变以及受累血管的处理等情况，

进行合理选择和组合运用。一般情况下。控制肝脏

出血应以降低中心静脉压(central venous pressure，

CVP)为基础，可采用控制血容量、酌情给予血管活

性药和调低呼吸潮气量等心肺干预措施，将CVP降

低至5 cmH，O(1 cmH，O=0．098 kPa)以下。在低

CVP条件下以适当的手法离断肝脏，就能有效控制

出血，通常不会发生难以控制的大出血。若出血控

制仍不满意，可选择保留肝动脉血流的门静脉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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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肝血流阻断、间断入肝血流阻断或全肝血流阻断

等方法。单纯阻断门静脉血流能有效控制肝实质出

血，又能避免肝缺血再灌注损伤。完全肝脏血流阻

断时间必须精确掌握在肝脏可耐受缺血的安全时限

内．以免发生不可逆性肝损伤[1 6|。

围术期容量负荷的精确控制亦很重要，容量过

少导致肝脏血流灌注不足．或容量超负荷导致肝脏

过度灌注都会造成肝损伤，尤其是剩余肝脏体积偏

小而处于边缘状态时，容量超负荷容易诱发小肝综

合征甚至肝功能不全。药物性肝损害在手术后肝功

能不全发生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应谨慎甄别并避

免使用各种可能有肝毒性的药物．对于具备肝功能

不全高危因素的患者，需要在临床药师指导下用药。

临床上保肝药物种类繁多、应用广泛，缺乏规

范。保肝药物按照作用机制主要分为以下3种：

(1)抗炎类药物：甘草酸制剂，广泛抑制各种病因介

导的肝脏炎症反应，改善受损的肝细胞功能。(2)

解毒类药物：腺苷蛋氨酸通过提供巯基．增强肝脏解

毒功能，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兼具保肝利胆的作用，

同时可以降低AST、ALT、TBil、DBil等各项肝功能指

标。(3)修复肝细胞膜类药物：多磷脂酰胆碱可以

促进肝细胞膜再生【17。18。。选用腺苷蛋氨酸和异甘

草酸镁等不同机制的保肝药物．可能有协同增效的

治疗作用‘19≈1I。

推荐意见5：肝硬化患者肝切除术后肝衰竭重

在预防。围术期应针对以下危险因素进行重点防

控：剩余肝功能体积不足或脉管结构不完整、术中

大出血和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术后腹腔和全身感

染、术后内环境失稳态、肝脏血管性并发症等。合理

应用腺苷蛋氨酸和异甘草酸镁等不同机制的保肝药

物有利于促进术后肝功能恢复。

6如何进行术后肝衰竭的治疗?

一旦发生肝切除术后肝功能不全或肝衰竭。应

早期诊断、及早治疗。针对不同病因采取相应的综合

治疗措施，并积极防治并发症，必要时进行肝移植治

疗。首先要行B超、增强CT或MRI检查以排除肝

脏血管和胆管病变，并针对性予以介人或手术处理。

支持治疗中重要的是维持水、电解质酸碱平衡和血

流动力学稳定，为肝脏修复和肝功能恢复创造良好

的内环境。合理的营养支持对于肝功能恢复也很重

要。当有凝血功能障碍和出血倾向时，需及时补充

凝血因子。

当常规治疗无效而肝功能恶化、有生命危险时．

·301·

应在内科治疗的同时积极准备紧急肝移植[22。25|。

若供肝无法及时获得，可给予生物人工肝支持，为肝

移植提供过渡治疗。

推荐意见6：对于肝切除术后肝功能不全，应针

对病因及时采取综合治疗措施。若常规治疗无效而

肝功能恶化。应不失时机的进行肝移植治疗。(证

据等级：中；推荐等级：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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