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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外科血管吻合新技术专题座谈会专家意见

顾立强 朱庆棠 汪华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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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

显微外科是20世纪外科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显微血管吻合是显微外科的技术基础，优良的血管吻合是决定显微修复与再

造成败的关键。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显微外科手术器械、显微缝线和手术显微镜的不断发展，手工小(微)血管吻合技术逐步成

熟，可吻合血管的口径越来越细，手工显微血管吻合技术已成为显微血管吻合“金标准”，得到广泛的普及，显微外科也从最初的断

指(肢)再植、再造，逐步发展到兼顾功能、外观的组织修复与功能重建，其应用已涉及手足外科、骨科、整形外科、口腔颌面外科、耳

鼻咽喉外科、心胸外科、泌尿外科、器官移植外科等诸多领域。但人工缝合的方法存在缺陷，改良显微血管吻合技术成为显微外科

领域研究的重点之一。

近年来，在血管吻合方面，国际上出现了多种新型的血管吻合技术，其中机械血管吻合技术已经在国外使用较为普遍。在我

国，2012年科创引进Coupler微血管吻合技术，至今已在7省20余家三甲医院开展。为普及、规范该项新技术的应用，有必要从临

床角度进行总结和审视，以进一步更合理地开展微血管吻合技术的临床应用，为广大患者造福，并期待初步形成该项新技术的临床

应用专家意见，以作为其临床实践的重要参考。2013年10月31日，《中华显微外科杂志》编辑部邀请了刘小林、蔡志刚、顾立强、陈

山林、唐举玉、朱庆棠、彭歆、陶凯、李赞、张雷、李劲松、汪华侨等我国骨科、创伤外科、手外科、口腔颌面外科、头颈外科、整形外科知

名专家教授在湖南召开“显微外科血管吻合新技术专题座谈会”。各位与会专家就所在学科涉及该吻合技术的工作作了演讲和交

流，并认真讨论了在游离组织瓣应用微血管吻合器方面的最新研究和各自的临床工作经验，形成较为集中的专家意见，编辑部整理

如下。

一、微血管吻合器在国外应用近30年，血管吻合器技术的安全性及有良好临床效果明确，是一项得到广泛应用的微血管吻合技

术。它是一种针环形机械吻合装置，基本原理是将血管断端穿入并外翻固定于吻合环上，依靠吻合环的紧密对合，实现血管断端的

吻合。

二、血管吻合器借助机械原理使血管实现良好的对合，具有传统手工缝合所不具备的优势：①血管吻合器能够实现真正的内膜

对内膜的血管吻合，保证了管腔内血流界面的自然光滑状态，没有异物裸露在管腔内，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②血管吻合器不需要

缝线，管腔内血流不受干扰。③吻合后形成环形支撑，可对吻合口起到支撑作用，具备一定的抗痉挛效果，避免吻合口痉挛、受压，

确保血流通畅。吻合静脉时优势更明显。④吻合血管的速度快，大大节约操作时间，更直接缩短了组织缺血时间，也节省了医生的

体力。尤其应用于游离皮瓣移植，更有助于提高移植皮瓣的成活。

三、静脉栓塞是皮瓣术后最常见的血管并发症，静脉血管的端端和端侧吻合是微血管吻合器的最佳适应证。由于动脉管壁厚，

一般不推荐使用微血管吻合器，但对经验丰富的医师，也可用之于管壁相对薄的小动脉吻合，若吻合困难，应果断采用手法吻合。

四、在行口径不等的微血管吻合时，对口径较小的血管行切开成形，选用与较大口径血管匹配的吻合器吻合血管，可扩大吻合

口口径。

五、血管吻合器技术绝不是另起炉灶，也不是手法血管吻合的替代者。其应用是建立在显微外科基本技术基础之上，由经验丰

富的医生来完成。任何学习血管吻合器的医生必须经过扎实而严格的显微操作技术训练和显微血管吻合技术培训。

六、血管吻合器也存在固有缺陷，应用时应加以注意：吻合器吻合时需将血管两端充分游离，且血管壁需外翻90。，当血管壁较

厚或弹性差时(如放疗后)，不宜应用；吻合器虽然对吻合口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可能在远期影响血管的舒缩功能，不适用于儿童

患者；吻合器应用在手足部或其他浅表位置时，可能引起患者术后有异物感。同时要注意血管脱落、吻合口撕裂、漏血、血栓形成等

并发症。另外，现时微血管吻合器的价格仍较高。

七、手法血管吻合技术仍然是显微血管吻合的金标准，吻合器吻合血管失败或不适用吻合器时，要及时改用手法吻合血管以保

证手术的顺利。

八、在严格掌握适应证、熟练掌握技术的基础上，血管吻合器可以提升显微血管吻合水平，进一步改善显微游离组织移植的临

床效果，值得临床推荐使用。

九、国内学者应逐步积累血管吻合器应用经验，开展相关临床研究，促使吻合器得到循序、规范、安全的推广与应用，为小血管

吻合方法提供多一种选择，形成我国血管吻合器应用规范／临床路径，为广大患者造福，同时提高我国显微组织游离移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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