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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囊良性疾病治疗决策的专家共识（２０１１版）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胆道外科学组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ｏｎ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ｂｅｎｉｇｎ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２０１１ｅｄｉｔｉｏｎ）　ＢｉｌｉａｒｙＳｕｒｇｅｒｙＧｒｏｕｐ，Ｓｕｒｇｅｒｙ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ＤＯＮＧＪｉａｈｏ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ＨｅｐａｔｏｂｉｌｉａｒｙＳｕｒｇｅ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Ｌ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５３，Ｃｈｉｎａ，Ｅｍａｉｌ：ｄｏｎｇｊｈ３０１＠１６３．ｃｏｍ；ＷＡＮＧＱｉｕ
ｓｈｅ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ｑｉｕｓｈｅｎｇ＠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ｅｎｉｇｎ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关键词】　胆囊良性疾病；　治疗；　共识

　　胆囊良性疾病主要包括胆囊结石、胆囊息肉样
病变、结石性胆囊炎与非结石性胆囊炎等。针对这

些外科常见病，长期以来存在着胆囊疾病一切了之

的倾向。尤其是腹腔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胆囊切

除术适应证扩大化的现象更加突出，由此造成的胆

囊切除术后综合征、胆管损伤等并发症也有所增多。

随着对胆囊生理功能认识的深化和重视，越来越多的

学者开始反思胆囊良性疾病治疗模式的利弊，从而在

胆囊良性疾病治疗方法的选择、手术适应证和手术时

机等方面形成颇多争议。为此，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

会胆道外科学组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拟此共识，希望

对临床医师制订胆囊良性疾病治疗决策有所帮助。

１　制订胆囊良性疾病治疗决策的基本原则
　　胆囊良性疾病的治疗方法、手术时机和手术方
式受多种因素影响。

　　（１）有无症状：大多数胆囊良性疾病在其自然
病程中并无恶变倾向，因此，是否出现影响日常工作

生活的临床症状是决定患者是否需要手术治疗的主

要因素。对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或息肉等，不应不

加选择地随意切除胆囊。对表现为非特异性消化道

症状者，则应仔细排除或明确有无伴随肝、胰、胃、肠

等其他脏器疾病，然后再决定是否需要手术治疗。

　　（２）有无功能：胆囊具有贮存、浓缩、排泌胆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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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调节胆道压力等生理功能，对食物的消化和吸

收具有重要作用。胆囊黏膜尚可分泌黏液及ＩｇＡ抗
体，参与构建胆道的免疫防御系统。胆囊切除术后

远期并发症多与患者丧失胆囊正常生理功能有关。

在决定是否手术治疗，是否保留胆囊时，应将胆囊是

否具有正常功能作为重要参考依据。

　　（３）有无炎症：有无炎症及炎症的严重程度是
决定胆囊良性疾病转归和结局的重要因素。对于急

性胆囊炎症继发胆囊坏疽、穿孔或预计保守治疗无

效的患者，应选择急诊手术或经皮胆囊减压以避免

更严重的并发症。

　　（４）有无并发症：胆囊良性疾病可继发胆总管
结石、急性胆管炎、急性胰腺炎、Ｍｉｒｉｚｚｉ综合征、胆肠
内瘘、结石性肠梗阻等并发症，对这些患者应依据并

发症的类型和严重程度给予相应处理。

　　（５）有无恶变：部分胆囊良性疾病在其长期的病
程中可继发胆囊癌。对于具有罹患胆囊癌高风险的

患者，应采取积极的外科干预治疗。对于怀疑恶变的

患者，应仔细鉴别诊断或限期手术切除病变的胆囊。

　　建议１：胆囊良性疾病的治疗应综合患者有无
症状，胆囊有无功能、有无炎症，有无并发症和有无

手术实施条件等因素，制订个体化的治疗策略。

２　胆囊良性疾病的治疗方法
２．１　胆囊切除术
　　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良性疾病疗效最为
确切的方法，可通过腹腔镜、开腹或小切口等多种

途径实施，其围手术期病死率为０～０．３％。最近对
５６篇前瞻性对照研究共５２４６例胆囊切除术进行的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证实，腹腔镜胆囊切除术（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
ｉｃ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ｅｃｔｏｍｙ，ＬＣ）在手术时间、手术并发症发
生率和术后病死率上与开腹胆囊切除术和小切口胆

囊切除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接受 ＬＣ的患
者住院时间短、术后恢复快［１］。

２．２　胆囊引流术
　　胆囊引流术包括胆囊造瘘术（小切口、开腹或
腹腔镜下）、经皮经肝胆囊穿刺置管引流（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
ｏｕｓｔｒａｎｓｈｅｐａｔｉｃ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ＰＴＧＢＤ）、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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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肝胆囊穿刺抽吸术（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ｔｒａｎｓｈｅｐａｔｉｃｇａｌｌ
ｂｌａｄｄｅｒ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ＰＴＧＢＡ）、经内镜胆囊置管引流术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ｎａｓｏ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ＥＮＧＢＤ）等。
它们多用于因病情危重而不适合手术的急性胆囊炎

患者。ＰＴＧＢＤ具有方便、不需全麻、可在床旁实施
等诸多优点。临床研究结果显示，ＰＴＧＢＤ对急性胆
囊炎的缓解率可达 ８０％～９０％，但随机对照试验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ＲＣＴ）研究结果并未能证
实ＰＴＧＢＤ比保守治疗能显著降低患者的病死
率［２－３］。ＰＴＧＢＡ与ＰＴＧＢＤ比较具有并发症发生率
低的优点，但ＲＣＴ研究结果显示，ＰＴＧＢＡ有效率显
著低于ＰＴＧＢＤ［４］。而ＥＮＧＢＤ目前只在一些专科医
疗中心的小部分患者中获得成功［５］。

２．３　胆囊取石术
　　胆囊取石术联合置管引流是急性结石性胆囊炎
的急诊处理措施之一，可用于术中发现胆囊不能切

除或切除困难的患者。针对择期手术情况下的胆囊

结石，目前没有ＲＣＴ研究结果能证实胆囊取石术的
远期疗效优于胆囊切除术，也缺乏能证实胆囊取石

术具有良好远期疗效的大宗病例系列研究。而在迄

今为止的国内外大多数临床研究报道中，胆囊取石

术后结石复发率５年内可达２０％～４０％［６－７］。

２．４　药物溶石治疗
　　胆酸类药物如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可能具有
预防胆囊结石发生的作用。但溶石治疗被认为只适

合于５％～１５％的胆囊结石患者，影响结石溶解和复
发的因素可能包括非胆固醇结石、结石合并钙化、多

发结石等［８－９］。药物溶石治疗胆囊结石的最大限制

在于结石复发。早期 Ｖｉｌｌａｎｏｖａ等［１０］报道５年结石
复发率约５０％，随访１１年的患者结石复发率高达
６１％。英国和意大利胆囊结石研究小组对１６３例溶
石治疗后的患者进行了多中心、前瞻性系列研究，其

结果显示，６年内４５例（２７％）患者出现结石复发［１１］。

针对１７７例有症状胆囊结石患者进行的一项前瞻性
随机化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结果则显示，熊去氧胆

酸对于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也无确切的效果［１２］。

２．５　排石疗法
　　中国传统医药如中草药、针灸等具有利胆排石
的功效，曾用于胆囊结石的治疗。但排石过程可造

成继发性胆总管结石、急性胆管炎、胆源性胰腺炎等

并发症；反复排石还可造成胆管括约肌的损伤和狭

窄等严重后果。

２．６　体外震波碎石治疗
　　体外震波碎石曾经作为一种胆囊结石的微创治

疗手段应用于临床［１３－１５］。对于直径 ＜２０ｍｍ的结
石，体外震波碎石６～１２个月后结石完全清除率可
达６０％～８０％，但 ２年内结石的复发率为 １１％～
２９％，５年复发率为 ２７％～４９％，１０年复发率可达
６０％～８０％［１３］。Ｒａｂｅｎｓｔｅｉｎ等［１４］回顾性分析单中心

７７４例体外震波碎石患者的资料，结果显示５０％的
患者在结石清除后５年内出现结石复发。与结石复
发的有关因素包括结石大小、胆囊排空功能等。

　　建议２：胆囊切除术是胆囊良性疾病的标准治
疗术式，ＬＣ应作为首选。
　　建议３：胆囊引流术是针对危重急性胆囊炎患
者的有效治疗手段，首选ＰＴＧＢＤ。
　　建议４：胆囊取石术的实用价值有待进一步研
究，目前只宜用于急症条件下的紧急处理，不作为择

期手术的推荐术式。

　　建议５：药物溶石治疗、排石治疗、体外震波碎
石治疗的治愈率低，且具有导致严重并发症的副作

用，目前不建议临床应用。

３　胆囊结石的治疗决策
３．１　无症状胆囊结石的治疗决策
　　对于无症状胆囊结石可采取预防性切除或定期
随访下的期待治疗。预防性切除可避免结石继发胆

囊炎、胰腺炎等并发症，但同时增加了患者承担与胆

囊切除术有关的近期和远期并发症的风险。来自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数据库的系统性综述证实，目前尚没有无
症状胆囊结石采取预防性胆囊切除疗效的 ＲＣＴ研
究［１５］。对胆囊结石自然病程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无症状胆囊结石出现症状的年发生率约在 １％～
４％［１６］。Ｇｒａｃｉｅ和Ｒａｎｓｏｈｏｆｆ［１７］对１２３例无症状胆囊
结石患者进行１１～２４年的随访调查，其结果显示，
无症状胆囊结石在最初５年内平均每年约有２％的
患者出现症状，随访至１０年时症状发生率下降，而
１５年后仍无症状者将继续保持无症状。ＭｃＳｈｅｒｒｙ
等［１８］对１３５例无症状胆囊结石患者采用期待治疗，
随访５年，１０％的无症状者出现症状，但只有７％的
患者最终需行手术。基于这些现有的证据，无症状

胆囊结石患者基本上是病程缓和的良性病群体，是

否需要行预防性胆囊切除应取决于准确评估期待治

疗的风险。即假如采取期待治疗，患者未来因出现

并发症或并发症必须手术治疗的风险是否显著高于

目前采取预防性手术的风险。可能增加结石并发症

风险和手术风险的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合并糖尿

病、合并肝硬化等。尤其是伴有慢性病的老年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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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期待治疗可能因慢性病的进展增加未来手术的

风险。当继发急性胆囊炎等并发症需要急诊手术时，

其手术风险也明显高于经过准备的择期手术［１９］。即

便如此，基于无症状胆囊结石很低的并发症发生率，

对这类特殊人群实施预防性胆囊切除术仍应在结合

慢性病严重程度和患者意愿的基础上谨慎考虑。

　　胆囊癌是胆囊结石最为严重的并发症，结石巨
大、美洲印第安人、瓷化胆囊和胰胆管合流异常等均

被认为是胆囊癌的高危因素［２０－２４］。但目前对胆囊

癌高危因素的界定尚需要高质量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和断层研究。由于胆囊癌的预后较差，怀疑胆囊癌

的患者无论是否存在症状均应预防性切除胆囊。

３．２　有症状胆囊结石的治疗决策
　　与胆囊结石有关的症状包括消化不良、上腹部
疼痛、胆绞痛等。胆囊切除术可使约 ９２％的胆绞
痛、７２％的上腹部疼痛、５６％的消化不良得到缓
解［２５］。但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除胆绞痛外，其他

的临床症状与胆囊结石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２６］。

因此，轻微或不典型的症状可能源于肝、胰、脾、胃等

其他上腹部脏器病变的影响，从而造成胆囊切除术

后患者主要症状未能得到有效缓解。对这部分患者

实施胆囊切除术应持较为谨慎的态度。

　　有症状胆囊结石如采取保守治疗，可因结石继
发其他病症造成严重后果。对有症状胆囊结石自然

病程的调查结果显示，保守治疗１年内，１４％的患者
出现急性胆囊炎，５％的患者继发胆源性胰腺炎，５％
的患者继发梗阻性黄疸［２７］。根据症状严重程度的

不同，每１００例保守治疗的患者每月需急诊住院治疗
的次数为２．５～２３．０次。比较胆囊切除术与保守治
疗的 ＲＣＴ研究结果证实，采取保守治疗的患者中，
４年内约５０％的患者因继发病而必须切除胆囊［２８］。

　　基于这些研究提供的证据，有症状胆囊结石如
症状明显影响工作、＇生活，应通过手术解除症状，并
消除继发病症的风险。如患者无腹腔镜手术的禁忌

证，择期ＬＣ是优先的选择，但对于有胆绞痛表现的
患者是否需要急诊手术存在争议。最近的两项

ＲＣＴ研究比较了急诊和择期 ＬＣ治疗胆绞痛的效
果，其中Ｓａｌｍａｎ等［２９］证实急诊ＬＣ组患者住院时间
和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择期手术组，但 Ｍａｃａｆｅｅ
等［３０］报道两者在住院时间和并发症发生率上无显

著差异。考虑到急诊手术的潜在风险以及目前没有

证据支持急诊手术能使患者从中获益，择期 ＬＣ应
是治疗这些患者的合理选择。

　　建议６：无症状和症状轻微的胆囊结石患者不

需要常规行预防性胆囊切除。

　　建议７：对于期待治疗可能显著增加手术风险
的老年患者可选择预防性胆囊切除。

　　建议８：胆囊结石症状明显影响工作、生活或既
往曾有胆绞痛、急性胆囊炎、胆源性胰腺炎等发作的

患者应择期实施胆囊切除术。

　　建议９：对于有胆囊癌高危因素或怀疑胆囊癌
的胆囊结石患者，无论是否存在症状，均应手术。

４　急性胆囊炎的治疗决策
　　急性胆囊炎的治疗应依据胆囊炎症的严重程
度、胆囊壁厚度、有无局限性腹膜炎或全身炎症反

应、患者的全身状况等决定患者是否必须急诊手术、

是否适合早期手术、采取腹腔镜或是开腹手术等。

对胆囊炎进行准确的评估和分型是制订临床决策的

关键因素，需要严密监测、反复确定，以综合权衡治

疗方案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４．１　轻度急性胆囊炎的治疗决策
　　轻度急性胆囊炎可选择早期手术，或在保守治
疗、炎症消退后择期手术。多个ＲＣＴ研究结果均证
实，与延迟手术（间隔１个月以上的手术）比较，急性
胆囊炎早期开腹切除胆囊具有失血量小、手术时间

短、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和住院时间短的优势［３１－３２］。

因此，对于延迟手术仍不具有腹腔镜手术适应证的

患者，早期手术应是合理的选择。

　　对于无腹腔镜手术禁忌证的急性胆囊炎患者，
延迟手术的目的在于保留患者获得微创治疗的机

会。但前瞻性研究结果显示，２８．５％拟行延迟手术
的急性胆囊炎患者，因胆囊结石相关的并发症需再

次住院治疗［３３］。随着腹腔镜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

进步，早期ＬＣ、早期开腹手术、延迟腹腔镜手术均是
安全和有效的治疗手段［３４］。对５个前瞻性 ＲＣＴ研
究中共４５１例急性胆囊炎患者进行的 Ｍｅｔａ分析结
果显示，患者早期（发病后１周内）急诊行 ＬＣ和延
迟（症状消退后６周以上）行ＬＣ在中转开腹率与胆
管损伤的发生率上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３５］。

这些证据支持早期ＬＣ是轻度急性胆囊炎治疗首选
的结论。但在急性炎症下实施 ＬＣ可能需要更熟练
的手术技巧。因此，只有具有丰富经验的腹腔镜医

师才能实施这种手术。

４．２　中度和重度急性胆囊炎的治疗决策
　　严重的胆囊急性炎症可造成胆囊坏疽、穿孔、局
限性或弥漫性腹膜炎、脓毒症等严重并发症。相关

的危险因素包括发病时间 ＞７２ｈ、胆囊壁厚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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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ｍｍ，或白细胞 ＞１８×１０９／Ｌ［３６］。对这些患者应采
取积极的外科干预治疗以预防更严重的并发症。由

于局部炎症的影响，采用 ＬＣ可因解剖结构模糊等
造成分离困难，增加胆管损伤的风险。如果选择

ＬＣ，则应放宽中转开腹的指征。不具备 ＬＣ条件时
应直接选择开腹胆囊切除术。对于不能耐受手术的

危重患者，采用 ＰＴＧＢＤ治疗，行胆囊减压后能使
９５％的患者顺利恢复并重新获得腹腔镜手术的机
会［３７］。但目前缺乏 ＲＣＴ研究比较 ＰＴＧＢＤ后延迟
手术与一期急诊手术的安全性，没有证据支持对于

中、重度急性胆囊炎患者应常规使用ＰＴＧＢＤ。
　　建议１０：因胆囊炎急诊入院的患者，应结合患
者的全身状况，尽可能在初次住院期间实施胆囊切

除术。

　　建议 １１：轻度急性胆囊炎应尽早实施手术治
疗，无腹腔镜手术禁忌证的患者，首选ＬＣ。
　　建议１２：对于发病时间＞７２ｈ、伴有胆囊坏疽或
穿孔、继发局限性或弥漫性腹膜炎、脓毒症等并发症

的中、重度急性胆囊炎，应选择急诊胆囊切除术。不

适合急诊手术条件的患者，可通过 ＰＴＧＢＤ，待急性
炎症缓解后择期手术。

５　胆囊息肉样病变的治疗决策
　　胆囊息肉样病变指胆囊壁向腔内突起的一类病
变，也称之为胆囊隆起性病变。它包括２０余种疾
病，既有息肉型早期胆囊癌、胆囊腺瘤、血管瘤、脂肪

瘤、纤维瘤等真性肿瘤，也有为数众多的胆固醇性息

肉、胆囊腺肌瘤、炎性息肉、腺瘤样增生、胰腺异位结

节、甲状腺异位结节等假性肿瘤。１９９１年，王秋生
等［３８］在研究了１００例手术病理检查证实的胆囊息
肉样病变的基础上，提出了将所有经 Ｂ超检查发现
的胆囊息肉样病变分为胆固醇性息肉、良性非胆固

醇性息肉和息肉型早期胆囊癌。这种分类可使该病

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更为便捷可行。

５．１　胆固醇性息肉的治疗决策
　　胆固醇性息肉实质是肝脏对胆固醇脂质代谢失
调导致胆固醇大量沉积在胆囊壁固有层，隆起突入

胆囊腔且上覆于正常黏膜上皮形成的息肉样突起。

在超声检查发现的胆囊息肉样病变中可占到６０％
以上。Ｂ超影像学特征为多发，直径多 ＜１０ｍｍ，主
病变常位于胆囊体部，多为强回声，有时可见散在微

弱声影，调整体位可见摆幅很大，有棉线样细蒂悬垂

于胆囊腔内［３９］。

　　８０％以上的胆固醇性息肉患者无临床症状且胆

囊功能良好，只需定期随访观察。仅在有明显消化

道症状或继发急性胆囊炎、急性胰腺炎时可考虑手

术治疗。

５．２　良性非胆固醇性息肉样病变的治疗决策
　　良性非胆固醇性息肉样病变主要包括腺瘤、腺
肌瘤、炎性息肉，其他少见的有纤维瘤、脂肪瘤、血管

瘤、异位胰腺等。约占胆囊息肉样病变总数的１／３。
虽然超声检查对胆囊腺瘤的诊断准确率可达５７％，
但多数情况下，仅仅依赖超声检查明确息肉的病理

性质非常困难。

　　良性非胆固醇性息肉样病变如腺瘤和腺肌瘤等
均具有癌变可能，其中腺瘤的癌变率约为１０％［４０］。

准确评估病变的癌变潜能是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案的

关键。Ｙａｎｇ等［４１］对１７２例病理检查证实的胆囊息
肉样病变患者进行分析，其结果显示，所有１３例恶
性息肉均为单发，而８６例病变为多发的患者均无恶
变。小宗病例的回顾性研究结果则显示，６１％～
９４％的良性息肉样病变直径 ＜１０ｍｍ，但８８％的恶
性病变直径＞１０ｍｍ［４２－４３］。其他如患者年龄＞５０岁、
合并胆囊结石、病变快速增大等也被认为是恶性病

变的特征性因素［４４］。

５．３　息肉型早期胆囊癌的治疗决策
　　息肉型早期胆囊癌约占胆囊息肉样病变的１％～
１０％，可分为乳头型和结节型，以腺癌多见，约占８５％。
此类患者已归属胆囊恶性肿瘤范畴，应限期行胆囊

癌根治性切除术。

　　建议１３：胆囊息肉样病变应依据病变的超声影
像学表现，结合患者年龄，病变大小、部位和有无伴发

胆囊结石等临床病理学特征，仔细辨别病变的性质。

　　建议１４：胆固醇性息肉患者如无明显症状，可
间隔６～１２个月定期随访观察。如存在明显影响患
者日常工作、生活的症状或继发急性胆囊炎等并发

症时，可选择胆囊切除术。

　　建议１５：良性非胆固醇性息肉样病变的患者，
如存在明显影响患者日常工作、生活的症状或单发

病变直径＞１０ｍｍ，可选择胆囊切除术。
　　建议１６：怀疑息肉型早期胆囊癌或病变快速增
大的患者应限期行胆囊切除术。

６　非结石和非息肉型胆囊良性疾病的治疗决策
　　非结石和非息肉型胆囊良性疾病包括急性非结
石性胆囊炎、慢性非结石性胆囊炎、胆囊功能紊乱

等。大多数病因不明，可能系先天性胆道解剖异常

或胆囊肌肉神经发育异常，或来源于全身疾病在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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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的局部反应，也可能为未能及时诊断的胆囊结石

在结石排除后遗留的慢性改变。

６．１　急性非结石性胆囊炎的治疗决策
　　急性非结石性胆囊炎约占所有类型急性胆囊炎
的５％～１０％，多见于创伤、大型手术后、烧伤、休克
等严重应激条件下，也可发生于长期禁食和接受胃

肠外营养的患者［４５］。与结石性胆囊炎比较，急性非

结石性胆囊炎容易继发坏疽和穿孔，保守治疗通常

没有效果。Ｋａｌｌｉａｆａｓ等［４６］报道急性非结石性胆囊炎

继发坏疽、穿孔和脓肿的比例分别为６３％、１５％和
４％。Ｒｙｕ等［４５］报道急性非结石性胆囊炎继发坏疽

和穿孔的发生率为５５．０％和５．１％。对３３篇系列
研究的分析结果显示，急性非结石性胆囊炎患者的

病死率为１５％，而创伤后急性非结石性胆囊炎患者
的病死率高达２７％［４７］。虽然多数情况下胆囊炎并

非是引起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早期诊断和干预

治疗能明显降低此类人群的病死率。

　　急诊胆囊切除术和小切口胆囊造瘘术是治疗急
性非结石性胆囊炎的传统方法。但研究结果显示，

８０％的非结石性胆囊炎能通过 ＰＴＧＢＤ得到有效控
制［４８］。虽然目前没有任何 ＲＣＴ研究结果能证实
ＰＴＧＢＤ可取代胆囊切除术，但基于急性非结石性胆囊
炎多发生于危重患者，而ＰＴＧＢＤ具有可在床边和局麻
下实施的优点。这种微创性的治疗方法应作为急性

非结石性胆囊炎的首选，只有在患者全身炎症反应状

态未能得到有效改善时，急诊胆囊切除术才被考虑。

６．２　慢性非结石性胆囊炎的治疗决策
　　慢性非结石性胆囊炎可能与胰胆管合流异常、
胰液反流及其他多种因素有关。常表现为间歇性

的、不典型的上腹部或右上腹疼痛，临床难以与腹内

其他脏器的慢性炎性疾病鉴别。因此，对于诊断不

明确或症状不严重的患者，不应贸然手术。对于症

状频繁发作、有明确的病理改变如胆囊管梗阻、胆囊

排空障碍者，可采取胆囊切除术。

６．３　胆囊功能紊乱的治疗决策
　　胆囊功能紊乱是指由于代谢或原发胆囊动力异
常，无胆汁成分改变所引起的胆源性腹痛。依据功

能性胃肠病罗马Ⅲ标准［４９］，临床拟诊为胆囊功能紊

乱的患者应采用以下诊断和治疗策略：（１）胆源性
腹痛患者首先应进行肝功能、胰酶等实验室检查及腹

部Ｂ超检查除外胆囊及胆道器质性疾病，上述检查
正常时进行上消化道内镜检查。（２）上述检查发现
任何异常，可除外胆囊功能紊乱，进行相应的诊断和

治疗。（３）上述检查均正常时应进行胆囊收缩素胆

囊排空检查。（４）如胆囊排空指数＜４０％，且无其他
原因可查时，可诊断为胆囊功能紊乱。罗马Ⅲ专家
委员会建议对这部分患者行胆囊切除术为最合适的

治疗方法。

　　建议１７：急性非结石性胆囊炎的患者应结合患
者的全身条件立即实施ＰＴＧＢＤ或胆囊切除术。
　　建议１８：慢性非结石性胆囊炎如症状不明显，
可采取密切观察下的保守治疗。对于症状明显、有

明确病理改变的患者，可择期手术治疗。

　　建议１９：胆囊功能紊乱应谨慎诊断，如诊断明
确且症状明显者可择期手术切除胆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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