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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手术对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患者生活质量及远期预后的效果。方法：选取 2017 年 6 月—

2020 年 8 月于某三甲医院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的 6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行达芬奇机器人辅助腹腔镜胰

十二指肠切除术，n=30）与对照组（行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n=30）。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情况、并发症发生情况、术

后 3 年生存率及生活质量。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情况均优于对照组，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术后 3 年生存率高于

对照组，术后 3 个月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达芬奇机器人辅助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能够有效促进患者术后恢复，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改善远期预后和生活质量水平，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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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robot-assisted laparoscopic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on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long-term 

prognosis of patients. Methods: 6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in a tertiary hospital  from June 2017 to August 

2020 were selecte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n=30, performing Da Vinci robot-assisted  laparoscopic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and  the control  group  (n=30, performing  laparoscopic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Surgical outcomes, 

complication rates, 3-year postoperative survival rates,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superior surgical outcomes, lower total complication rate, higher 3-year postoperative survival rate, and better 

scores on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life at 3 months postoperatively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Da Vinci 

robot-assisted  laparoscopic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postoperative recovery,  reduce complication  incidence, 

improve long-term prognosis and quality of life,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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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Article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通常被用于治疗胰头癌、

十二指肠腺癌、胆总管下端癌、壶腹部癌等疾病，

虽可有效延长患者生命，但是手术操作过程较为复

杂，对患者机体的创伤较大，可能会引发出血、感染、

肠梗阻等一系列并发症，具有一定的风险，死亡率

较高 [1-2]。近年来，腹腔镜作为一种微创手术，具有

创伤小、疼痛轻、恢复快等优点，在各类腹部临床

手术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其中也包括胰十二指

肠切除术 [3-4]。但是，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过程中需

要进行大量的操作，腹腔镜手术的视野不够精细，

操作不够精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5-6]。鉴于此，本

研究探讨达芬奇机器人辅助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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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对患者生活质量与远期预后的影响，旨在为临

床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6 月—2020 年 8 月某三

甲医院收治的 60 例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患者为研究

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n=30）与对

照组（n=30）。纳入标准：①患者符合胰十二指肠

切除术治疗的相关指征，并顺利完成手术；② 18 岁

≤年龄≤ 69 岁；③肿瘤直径≤ 6 cm；④肿瘤 TNM

分期Ⅱ~Ⅲ期；⑤能够耐受手术；⑥未出现淋巴结

转移或远处转移；⑦未接受过化疗；⑧其他脏器功

能未见异常；⑨患者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存在

凝血、肝肾、认知等功能障碍；②临床资料不全；

③合并其他肿瘤病灶；④中转开腹手术或中途退出

研究。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本研究内容获得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腹腔镜胰十二指肠

切除术治疗。患者取平卧位，进行常规消毒，铺设

无菌单，在确保麻醉效果满意后开始手术。在脐下

做一弧形小切口，通过气腹针穿刺建立气腹，随后

拔出气腹针，换用穿刺器，通过穿刺器置入腹腔镜，

探查腹腔内部和手术视野，确定需要切除的胰腺和

十二指肠部位，排除腹膜转移和脏器表面转移。建

立胰后隧道，并对胆总管进行游离，使用超声刀离

断近端空肠系膜及十二指肠系膜，应用腔镜直线型

切割闭合器横断胃窦体交界处，从而切除远端胃。

在门静脉左侧的胰腺预定离断处，用超声刀逐步切

断胰腺，并确保胰腺断面确切止血，游离十二指肠

降部及胰头，在胆囊管与胆总管汇合部上方切断肝

总管。在完全游离标本后，将标本袋放入腹腔，并

将标本装入袋中。在胆肠吻合口下行胰肠吻合操作，

使空肠端与胰断端相对，将胰腺切面深入空肠内，

并在胰管内放置硅胶管以起到支架和引流的作用，

然后缝合空肠壁与胰腺包膜。进行胆总管与空肠端

侧吻合，缝合闭锁空肠远侧断端，然后进行空肠与

胆管的端端吻合。实施胃空肠端侧吻合，在胆总管

空肠吻合口处进行空肠胃的断端吻合。彻底冲洗腹

腔，检查确认无活动性出血后，关闭腹部切口，在

胰肠吻合口和胆肠吻合口后方各放置一根引流管。

观察组患者采用达芬奇机器人辅助腹腔镜胰

十二指肠切除术治疗。患者全身麻醉后取平卧分腿

位，头高脚低 30° 右侧抬高 15°，脐孔周围穿刺建立

气腹。采用“5 孔法”置入 Trocar（如图 1），机器

人 1 号臂操作孔于左侧肋缘下、锁骨中线处，放置

超声刀或持针器；2 号臂操作孔于右侧脐旁 5 cm 处，

放置单孔双极电凝；3 号臂操作孔于右侧肋缘下、

锁骨中线处，放置单孔抓钳；辅助操作孔于左侧脐

旁 5 cm。手术全程在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的高分

辨率 3D 内窥镜视野下进行操作，切除范围、吻合

方式等内容与对照组一致（如图 2~3）。

两组患者均在围手术期实施并发症精准化护理。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n（%），x±s]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n（%），x±s]

指标 观察组（n=30）对照组（n=30）χ 2/t值 P值

性别 0.069 0.793

  男 17（56.67） 18（60.00）

  女 13（43.33） 12（40.00）

年龄（岁） 55.39±3.15 54.73±3.41 0.779 0.439

疾病类型 0.102 0.950

  胰头癌 9（30.00） 8（26.67）

  壶腹癌 10（33.33） 10（33.33）

  十二指肠腺癌 11（36.67） 12（40.00）

病灶直径（cm） 3.07±0.24 3.05±0.25 0.316 0.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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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Trocar 位置示意图

Figure 1 Trocar locations

注：V. 穿刺气腹点；Camera. 镜头孔；① ~ ③ . 机器人机械

臂孔位（Port 1、2、3）；A1~A2. 助手孔；T.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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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对患者进行全面健康评估，包括病史、体格检查、

实验室检查等，确定可能存在的并发症风险因素，

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并实施针对性的健康教育，

如积极控制合并高血糖、高血压等代谢疾病患者的

基础疾病。手术过程中，严密监测患者的血糖、血压、

心率、生命体征等指标，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及时调

整手术室环境、温度和湿度等。术后实施疼痛管理、

饮食指导、早期康复训练等全面的护理干预，针对

肺部感染、压疮、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等可能出现

的并发症，采取积极的预防和应对措施，嘱患者补

充高能量、高蛋白质等食物，加强营养护理，待病

情稳定后，鼓励和督促患者尽早下床运动。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情况、并发症

发生情况、术后 3 年生存率及生活质量。①手术情

况：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恢复排气时间、下床

活动时间、引流管拔管时间、住院时间。②并发症：

包括切口感染、腹腔感染、胰瘘、胃肠道症状等。 

③生活质量：分别于术前和术后 3 个月采用生活

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ene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 

74，GQOLI-74）进行赋分，量表共包括 4 个维度，

各维度满分均为 100 分，分值越高表示患者在该维

度的生活质量水平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行 t 检验；

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比）[n（%）]表示，行 χ 2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手术情况 观察组手术时间、恢复排气时间、

下床活动时间、引流管拔管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

对照组，术中出血量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2。

2.2 并发症及术后 3 年生存情况 观察组并发症总

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术后 3 年生存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3 生活质量 术前两组患者 GQOLI-74 各维度评分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3 个月

两组患者 GQOLI-74 各维度评分均高于术前，且观

察组 GQOLI-74 各维度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3 讨论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是全科手术中最为复杂、难

度极大、技术含量最高的手术类型，涉及多个器官

和系统，手术风险高，恢复时间长 [7-8]。然而，胰

B

A

图 2 近脾门的胰尾肿瘤切除后裸化的脾脏血管

Figure 2 Naked splenic vessels after resection of 

pancreatic tail tumors near the splenic hilum

图 3 病灶标本

Figure 3 Specimen of the l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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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指肠切除术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

如胰瘘、感染、腹痛、肠梗阻等，对于手术医师的

临床经验和专业技术水平均有着较高的要求 [9-10]。

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是一种新兴的微创手术方

法，具有创伤小、恢复快、疼痛感轻等优势，临床

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已经基本取代了传统开腹胰

十二指肠切除术 [11-12]。但是，一方面腹腔镜胰十二

指肠切除手术时间相对较长，对于手术医师的体力、

耐力、经验、技术都有着较大的依赖 [13]；另一方面

腹腔镜辅助手术属于二维视觉，在狭窄空间内的手

术视野有限，仍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8]。达芬奇机器

人手术系统主要由外科医生控制系统、床旁机械臂

手术系统以及高清晰成像系统三大部分构成，为外

科手术提供了一种全新且高效的解决方案，在我国

医学领域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应用和好评 [11，14]。近年

来，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逐渐辅助应用于腹腔镜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患者中，取得了较为理想的临床

疗效。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术中、术后手术

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分析原因为，达芬奇机器人手

术系统可以为医生提供更加清晰、更加真实的 3D

高清立体视野，将手术部位放大 10 倍以上，视频速

度达到每秒 1300 次，配合荧光成像功能，能够让医

生判断关键解剖结构或在实体脏器中确定肿瘤边界，

更精准地切除肿瘤，保护正常神经和血管等组织，

避免了对周围正常组织的损伤 [15-16]。许永成等人 [17]

的研究报道提出，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还能将医

生的手术动作转化为更加精准、稳定的操作，特别

是在弯曲和旋转程度上，远超出了人类手指的极限，

尤其适合一些位置刁钻的肿瘤处理，具有人手无法

比拟的稳定性及精确度，减少了对周围组织的损伤，

从而缩短了手术时间。既往研究显示，相较于传统

手术，达芬奇机器人辅助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的手术时间平均缩短了 30% 以上 [18-20]。因此，达芬

奇机器人辅助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手术创伤小，

可以极大程度缩短手术时间，降低术中出血量，从

而减轻患者术后疼痛，促进更早进行排气、下床活动、

拔除引流管，进而有效缩短住院时间，对于患者的

健康恢复有着积极的作用，该结果与Gall T M等人 [21]

的研究报道基本一致。同时，本研究结果还显示，

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术后 

3 年生存率高于对照组，术后 3 个月 GQOLI-74 评分

高于对照组。分析原因为，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

的手术操作更精确，更适用一些空间狭小、暴露困难、

位置不佳、操作难度大的复杂和高难度手术 [9，22]， 

表 2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x±s）
Table 2 Comparison of surgical outcom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x±s）

指标 观察组（n=30）对照组（n=30） t值 P值

手术时间（h） 3.08±0.47 5.12±0.85 11.504 <0.001

术中出血量（mL） 416.34±49.52 603.57±59.83 13.204 <0.001

恢复排气时间（d） 3.25±0.67 4.34±0.80 5.721 <0.001

下床活动时间（d） 3.09±0.85 4.57±0.94 6.396 <0.001

引流管拔管时间（d） 2.51±0.46 3.65±0.82 6.641 <0.001

住院时间（d） 16.25±3.68 20.56±4.55 4.034 <0.001

表 3 两组患者并发症及术后 3 年生存情况比较 [n（%）]

Table 3 Comparison of complications and 3-year postoperative 

survival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n（%）]

指标 观察组（n=30） 对照组（n=30） χ 2 值 P值

切口感染 1（3.33） 3（10.00）

腹腔感染 1（3.33） 2（6.67）

胰瘘 1（3.33） 3（10.00）

胃肠道症状 2（6.67） 5（16.67）

总并发症 5（16.67） 13（43.33） 5.079 0.024

术后 3年生存 18（60.00） 10（33.33） 4.286 0.038

表 4 两组患者 GQOLI-74 评分比较（x±s）
Table 4 Comparison of GQOLI-74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x±s）

指标 观察组（n=30）对照组（n=30） t值 P值

躯体
术前 61.83±3.89 62.24±3.53 0.428 0.671

术后 3个月 81.52±5.49a 77.82±4.17a 2.940 0.005

社会
术前 60.31±4.85 60.96±4.76 0.524 0.602

术后 3个月 80.93±5.03a 77.97±4.85a 2.320 0.024

心理
术前 59.73±3.29 60.18±3.46 0.516 0.608

术后 3个月 80.65±4.10a 77.19±4.21a 3.225 0.002

物质
术前 58.27±4.39 59.02±4.25 0.672 0.504

术后 3个月 78.06±4.29a 75.43±4.18a 2.405 0.019

注：与术前相比，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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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患者中能够大幅降

低切口感染、腹腔感染、胰瘘、胃肠道症状等并发

症的发生率。而且达芬奇机器人操作臂比人手更小，

能够在狭窄空间内工作，增加术野角度，精确机械

运动，可以多角度、多维度在靶器官周围操作，在

3D 超清视野下更加精准的切除肿瘤病灶组织，防

止不必要的颤动造成的病灶组织散落，降低手术原

因引起的复发与转移风险 [21，23-24]。本研究也进一步

证实，达芬奇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手术有利于改善胰

十二指肠切除术患者的远期预后和生活质量水平，

临床应用价值显著。但是，本研究样本量较小，存

在一定局限性，仍需进一步研究以完善相关结论。

综上所述，达芬奇机器人辅助腹腔镜胰十二指

肠切除术能够有效促进患者术后恢复，降低并发症

发生率，改善远期预后和生活质量水平，值得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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