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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肛门直肠畸形(anorectal malformations，

ARM)占消化道畸形的首位[1。3|。1961年，Douglas

Stephens提出高中位分型[蜘。2005年专家共识提

出Krinkenbeck分类法，根据瘘管位置分为会阴部

有瘘型和无瘘型[6]。近年来，随着腔镜外科的迅速

发展，腹腔镜肛门成形术日趋成熟，显示出游离直肠

充分、对括约肌复合体损伤小、会阴部切口小感染率

低和术后便秘发生率低等优势，成为重要的治疗手

段[7‘42|。为进一步提高我国肛门直肠畸形的治疗水

平，规范手术操作，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内镜

外科学组和国家卫计委行业专项一小儿腔镜诊断治

疗先天畸形技术规范、标准及新技术评价研究课题

组，组织相关专家制定了《腹腔镜肛门直肠畸形手术

操作指南》。

二、腹腔镜肛门成形术的适应证和禁忌证

(一)适应证

1．已被临床应用认可的适应证[6’13’1睨1]

(1)造口术后直肠膀胱瘘。

(2)造口术后直肠前列腺部尿道瘘。

(3)造口术后高中位一穴肛畸形。

(4)造口术后无瘘管型高位肛门闭锁。

(5)有造口术后或无结肠造口高位直肠阴道瘘。

2．可作为临床探索性手术的适应证

(1)新生儿高位肛门闭锁会阴无瘘畸形。

(2)新生儿中位肛门闭锁会阴无瘘畸形。

(3)造口术后直肠球部远端尿道瘘。

(二)手术禁忌证

1．合并其它器官严重畸形，如：先天性心脏病、

肺部疾病、食道闭锁等。

2．不能耐受气腹。

3．腹腔和盆腔严重粘连，暴露困难。

4．早产体重过低者。

三、设备与器械

(一)常规设备与器械

1．常规设备高清晰度摄像显示系统或3D摄

像显示系统、全自动气腹机、冲洗吸引装置、录像和

图像储存设备。

2．常规器械30度镜头、3～5 mm套管穿刺针

(Trocar)、分离钳、无损伤抓钳、剪刀、持针器、电钩、

吸引器、钛夹、Hem-o_lok施夹钳及附件等[11m]。

(二)特殊设备与器械

肌肉电刺激仪，小儿尿道镜，超声刀、结扎束高

能电刀、电刀等[”∞]。

四、腹腔镜肛门成形手术方式与种类

(一)手术方式

1．多孑L腹腔镜手术脐窝及左右侧腹3个及多

个切口及穿刺器；直肠远端游离、直肠乙状结肠系膜

松解、直肠泌尿系统瘘管断离和闭合在腹腔镜下完

成，括约肌复合体隧道中心的盆腔侧在腹腔镜监视

下确定，会阴侧中心在电刺激引导下确定，通过从会

阴侧逐步扩张形成隧道，是目前应用最多的手术方

式‘19’2}26，28I。

2．单部位腹腔镜手术脐窝单一切口或多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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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置人穿刺器[27，挣30’42’51|。

3．Hybrid腹腔镜手术将在腹壁的造瘘口完

全游离，肠管送回腹腔，再从造瘘口的切口置入腹腔

镜或器械，其它部位辅助操作孔完成手术[31]。

4．机器人肛门成形手术[32I。

(二)手术种类

1．腹腔镜三期肛门成形术新生儿期行结肠造

口术，3～6个月时行肛门成形术，然后关

瘘‘20，27‘28，3}3 9|。

2．腹腔镜二期肛门成形术新生儿期行结肠造

口术，3～6个月时肛门成形和关瘘手术同时完

成[州1。。

3．腹腔镜新生儿一期肛门成形术[19矗钆42舶]。

五、腹腔镜手术基本原则

(一)病变处理原则

1．直肠近端处理，拖出直肠血运好无张力是手

术成功的保障，对于高位畸形要断离系膜的二级血

管保护好三级血管弓[”’19’28'29，42|。

2．直肠扩张且肠壁僵硬肥厚会导致术后顽固性

便秘，应该切除，将其近端正常肠管拖出与肛门皮肤

吻厶[4“7|。

3．瘘管的直肠黏膜必须彻底切除至与尿道黏膜

的交界处，避免残留过多直肠黏膜术后形成尿道憩

室[㈣8'28，圳。

4．括约肌复合体中心在形态上为漏斗状，隧道

近口是尿道瘘管正后方与左右耻骨尾骨肌腹形成的

三角中心，隧道远口是会阴肛穴外括约肌收缩的中

心；手术应在最小损伤情况下将直肠穿过此隧道中

心[19’勰]。高位肛门闭锁患儿隧道中心没有直肠处

于闭合状态，是潜在的隧道[2蚴]。建立正常的直肠

与复合体的解剖结构。

(二)腹腔镜操作原则

1．游离直肠远端时保持头低足高位有利于暴露

盆腔、直肠远端和瘘管[17’1 9’2眈9’49|。

2．高位畸形为获得足够的直肠长度减小吻合口

张力，需松解直肠系膜根二级血管弓，要向上牵拉系

膜根看清二级血管走向，尽量剔除血管周围的脂肪

组织，用Hem_0．10k施夹钳两端夹闭后切断[拇挑50|。

3．在处理直肠球部尿道瘘管时，在膀胱后壁缝

悬吊牵引线有利于暴露盆腔深部，左手抓钳用力向

头侧牵拉直肠会将直肠盲端及瘘管拉出盆底便于分

离，同时利用放大视野将30度镜头镜面朝上可观察

到瘘管的准确结构，精确切除和缝合[瓣列。

4．直肠远端及瘘管处理是手术的难

点[17’19’2蚴’42’51|。因为腹膜反折区有支配膀胱功能

的神经丛、输精管和精囊腺，术中误伤不易发现，故

应远离腹膜反折且贴直肠纵肌层向远端游离。腹膜

反折以上直肠血管走向于两侧，腹膜反折以下为来

自盆腔的微小血管；游离直肠远端时，首先在直肠远

端两侧贴直肠壁切开腹膜反折，前壁距离腹膜反折

至少1 cm以上切开直肠浆膜层，紧贴直肠纵肌层向

远端游离，避免盆神经丛等损伤导致术后排尿障碍

和较大血管损伤导致术中和术后盆腔创面渗血[28|。

直肠远端延续为瘘管；如瘘管细长(高位畸形常见)，

可贴近尿道直接结扎或Hem-o_lok施夹钳夹闭；如

瘘管短粗，特别是瘘管前壁与尿道后壁关系紧密形

成共壁时(中位畸形常见)，保留直肠远端和瘘管肌

鞘，将直肠黏膜做黏膜下层剥离切除，避免尿道和前

列腺损伤，然后利用镜面朝上放大视野，用可吸收线

缝合肌鞘来闭合修补瘘口；将直肠远端断离后牵拉

到腹腔，有利于瘘管显露和黏膜层剔除[2 8|。

5．超低位直肠球部尿道瘘腹腔镜下切除修补瘘

管困难，可采用腹腔镜与会阴手术联合的方法，将吸

引器插到直肠盲端向会阴推移，肛穴中心皮肤切口

分离肌肉，将盲端肠壁从切口顶出切开，拖出直肠盲

端，肉眼直视下横断修补瘘管后，将腹腔镜已经游离

的直肠拖出吻合[51|。

6．腹腔镜肛门成形术中直肠近端游离要远离肠

壁，Hem_o_lok施夹钳夹闭二级血管，保留三级血管

弓；直肠远端游离要贴近直肠壁，避免周围重要血管

(如前内血管、直肠下动静脉、骶前血管丛)、神经、输

尿管、输精管等损伤，肠壁周围和黏膜下层的小血管

出血可通过电凝止血[17’27圆]。

7．隧道建立是术后排便功能的关键。括约肌复

合体是漏斗状结构，中心是起自盆底肌内面向肛穴

走行的纵肌纤维，周围是前后走行或环绕的横纹肌

纤维。正常解剖时括约肌复合体中心为隧道结构，

内有直肠穿过，新生儿长度1．5～2．0 cm左右。高

位肛门闭锁时，隧道处于闭合状态；中位肛门闭锁

时，隧道近端因有直肠盲端存在处于开放状态，而隧

道远端处于闭合状态[2睨9|。术中从会阴用电刺激引

导确定肛穴括约肌复合体中心，根据肌肉收缩范围

纵行切开皮肤，直视下用分离钳轻柔地将闭合的潜

在隧道远端分开[2眈9|。隧道中心为无血管区发灰白

色，隧道壁为纵肌纤维，电刺激时收缩向盆腔侧提拉

肛穴皮肤；腹腔镜从盆腔侧观察指引分离钳尖端从

瘘管与两侧耻骨尾骨肌腹形成的三角中心穿出，即

可保证隧道处于括约肌复合体中心[17’19’2蚴’51|。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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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轻柔均匀扩大隧道直径至1 cm左右；腹腔镜下

直接用分离钳抓住直肠远端，从隧道中心缓慢轻柔

拖出，利用直肠壁厚度来扩大隧道大小，使隧道紧密

包裹直肠[28。29|。最后切除远端多余特别是肥厚僵硬

的直肠，与会阴皮肤吻合[”’27七9|。

(三)中转开腹手术原则

1．术中发现盆腔粘连过于紧密，腹腔镜下分离

困难。

2．术中发现直肠远端切除困难，腹腔镜下难以

彻底切除直肠黏膜避免术后形成憩室。

3．造瘘口远端肠管过短，不足以拖出至会阴。

4．术中出血，腹腔镜下不能有效控制。

5．术中损伤尿道、输尿管、前列腺、输精管及肠

管，腹腔镜下难以确切修复。

(四)术毕引流原则

术毕应行腹腔冲洗，如术中无肠管、输尿管损伤

或腹腔严重粪便污染，可不放置腹腔引流管。但术

后应在膀胱内留置尿管引流，避免排尿时尿液经尿

道瘘外溢入腹腔。肛门内留置肛管，特别是对新生

儿可缓解肛门伤口术后水肿排空障碍所致的腹

胀‘2蚴]。

六、术前准备[”’19]

(一)造瘘后肛门成形术术前准备[521

1．经远端造瘘口清洁洗肠清除积存胎便后，通

过造瘘口做直肠远端加压造影，显示直肠形态，长

度，与泌尿生殖系瘘管形态和位置。

2．采用超声、肾盂静脉造影和尿道逆行造影等

了解泌尿系统、心血管、食道等系统畸形和功能。

3．采用CT、MRI等检查神经、骶骨和盆底肌肉

肛门外括约肌的发育情况，显示瘘管的位置。

4．采用血生化和凝血功能检查，了解肝功能和

凝血功能和营养状态，如有异常矫正。

5．手术当日禁食，放置胃管，瘘口远端直肠灌洗

干净。

6．预防性使用抗生素。

(二)新生儿一期肛门成形术术前准备[29’42]

1．出生24 h后行倒立X线侧位平片，了解直肠

盲端位置。

2．行逆行尿道造影，显示膀胱尿道形态，约

60％患儿直肠尿道瘘管显影。其它准备同上。

七、术后及手术并发症处理

(一)术后处理

1．密切观察患儿生命体征，注意腹胀情况，警惕

术后腹腔内出血。

2．维持水、电解质，酸碱代谢平衡，给予抗生素

防治感染。

3．造瘘者如无腹胀，术后4 h可以吃奶；新生儿

无造瘘者肛管排便后可以开始进水和奶。

4．术后5～7 d自主排便后去除肛管。瘘管由

Hem_o—lok施夹钳夹闭者术后7 d拔除尿管，瘘管

由缝合修补闭合者12 d拔除尿管。术后2周开始

扩肛，坚持3～6个月[17’19’2眈9’33’42]。

(二)手术常见并发症及处理

1．腹腔镜手术特有并发症

(1)气腹相关并发症可能出现高碳酸血症或

心、肺功能异常[53|。预防措施：术中严密监测气腹

压力，维持在6～12 mmHg，术中保持良好的肌肉松

弛度，新生儿和婴幼儿用最低压力状态保持可操作

空间，尽量缩短手术时间。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应立

即暂停手术，排除腹腔内残余C02；并与麻醉医师沟

通，适当增加潮气量，待指标正常后恢复手术[5 3|。

(2)穿刺相关并发症小儿腹壁薄、腹腔小，建

立气腹或Trocar穿刺人腹腔时，可能误伤腹腔内血

管及肠管[54|。因手术年龄小，腹腔镜肛门成形术最

好采用脐窝开放方法，直视下放人第一个Trocar，

严密缝合建立气腹，然后在腹腔镜监视下置人其它

Trocar，穿刺时提起腹壁[17’28。29’42'51]。一旦发现损

伤，应及时中转开腹，及时缝合、修补损伤血管或肠

管。

(3)Trocar疝 好发于脐窝部位切口，小儿腹

壁薄，要全层缝合关闭≥5 mm的Trocar孔，脐窝

Trocar疝可以自愈；其它部位Trocar疝，要缝合修

补腹壁缺损[5 4|。

2．肛门成形术相关并发症

(1)术中出血是导致中转开腹的重要原因之

一，常发生于肠系膜、盆腔创面和尿道瘘管残端周围

3个部位。直肠乙状结肠系膜根部血管粗大，高位

畸形需松解，应在二级血管弓游离足够的血管长度，

两侧结扎或Hem-o-lok施夹钳夹闭确切后再断离；

一旦近端撕裂、回缩或结扎线脱落，腹腔镜止血困难

时，要立刻开放止血；直肠近端保留三级血管弓及其

向远端走行在直肠壁两侧的终末分支，损伤出血量

不大，可电凝有效控制止血；直肠远端腹膜反折以下

有来自于盆腔细小血管，紧贴直肠壁游离不会有较

大出血。游离直肠远端时应非常小心紧贴直肠壁游

离，以预防为重，一旦出血助手用吸引器暂时吸干积

血，术者用双极电凝准确夹住出血点，耐心止血。瘘

管周围黏膜下渗血不多，出血部位多在周围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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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和尿道区，可电凝控制[17’1 9’2睨9’42“9’51|。

(2)术后早期出血 系膜血管结扎线或夹子脱

落，如保守治疗无停止趋势，必须立即再手术行血管

结或修补缝合止血。游离的盆腔床创面渗血，采用

补充血浆、凝血酶原、纤维蛋白原和输血等措施，大

多数可有效控制；如血压仍然不稳应尽快手术，拆开

吻合口，将直肠牵拉倒腹腔，充分暴露盆腔找到出血

点行加压缝合止血[55|。发现出血首先止血药物治

疗，及时扩容，必要时输血和手术[56|。

(3)术后尿性腹水是腹腔镜肛门成形术后特

有的并发症，表现是术后腹胀、腹痛和麻痹性肠梗

阻，发生部位在尿道瘘残端或输尿管损伤。尿道瘘

残端漏与尿道瘘修补闭合不佳有关，充分的膀胱引

流靠腹腔粘连可以自愈，不会形成直肠尿道瘘。腹

腔镜输尿管损伤发生极少，需手术治疗[5蹦]。

(4)尿道损伤及直肠尿道瘘复发腹腔镜下不

易向前显露尿道，其损伤可能性极小；腹腔镜术后直

肠尿道瘘复发比传统开放手术少，可能与隧道下端

和直肠壁相贴紧密，尿液会向上渗入腹腔，而不易向

下渗出，影响伤口愈合形成尿道瘘，术后直肠尿道瘘

一旦复发，直肠黏膜与尿道黏膜相接，应采用手术修

补‘57‘59]。

(5)术后尿储留 表现为拔除尿管后不能自主

排尿，与术中游离直肠远端时靠膀胱侧近损伤腹膜

反折周围神经从有关。治疗需导尿和口服B族维

生素、神经营养药和按摩针灸等方法等待恢

复[55，59|。

(6)伤口感染直肠回缩发生在术后一周左右，

与直肠松解不足吻合口张力过高和直肠血运不良远

端坏死有关，如不处理会发展成肛门狭窄和肛周感

染需再次手术，应立即手术，清创伤口，切除远端血

运不良的直肠壁，充分松解，再次拖出吻合[5¨6I。

(7)尿道憩室是腹腔镜肛门成形术后高发的

并发症，主要发生于中位畸形，与直肠远端残留过多

有关。可采用腹腔镜再次手术，切除憩室，修补尿道

瘘口[川。

(8)肛门狭窄表现为肛门顽固性瘢痕，排便困

难，进而发展为便秘腹胀和直肠扩张，与直肠远端血

运不良、吻合口感染、隧道过窄和术后扩肛不利等因

素有关；应首选扩肛治疗，无效则手术切除狭窄段，

将近端直肠与肛门皮肤再吻合[55’61|。

(9)肛周脓肿肛瘘表现为肛门旁脓肿破溃成

瘘，与吻合口感染回缩或扩肛直肠远端穿孔感染有

关。如肛瘘内口在距离肛缘1 cm范围内，可挂线或

劈开瘘管，如内口深应行结肠造瘘，必要时行直肠拖

出术[55’61]。

(10)直肠脱垂是腹腔镜手术高发的并发症，

与直肠游离过多、直肠与周围组织粘连轻有关，也可

能与隧道内口过紧患儿用力哭闹时直肠逐渐疝出不

能还纳有关[55’61。。术中注意以上因素同时将直肠

与盆筋膜缝合固定也可预防此并发症，一旦出现，根

据情况采用直肠固定或脱垂肠管切除术治

疗[19，61。6 2|。

(11)便秘 是低位肠不全梗阻，会导致消化功

能障碍、污便、充盈性便失禁甚至肠管扩张等问题，

必须积极治疗。先保守治疗，如胃肠动力药、泻药、

灌肠洗肠、排便训练和生物反馈等，随着年龄增长会

逐渐好转治愈；如保守治疗无效，甚至合并巨直肠发

展到顽固性便秘时应手术治疗，切除扩张肥厚僵硬

直肠行近端肠管与肛门再吻合等手术m’6Ⅷ]。

(12)大便失禁 表现为肛门松弛不能严密闭

合，直肠不扩张，与括约肌复合体发育不良或严重损

伤和直肠错过肌肉中心等有关，常合并第二、三以下

骶骨发育不良。先采取饮食调节、灌肠、排便训练和

生物反馈等保守治疗，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好转；保

守无效则采取手术治疗，如阑尾可控性造瘘顺行性

灌肠(Malone手术)[64训。对于直肠错过肌肉中心

者，可再次行肛门成形术，重新将直肠固定在肌肉中

心[7洲]。

附件：手术步骤与方法

一、麻醉与体位‘”’19，2¨吣7，”，“9，513

采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患儿取平卧位；游离直肠远端

时，可取头低足高位。将腹部、会阴，臀部和大腿同时消毒，

身下铺无菌单，双下肢消毒包裹。留置尿管，排空膀胱；如因

尿道畸形，尿管不能直接导入膀胱，可通过新生儿尿道镜下

插导丝入膀胱，然后沿导丝导人球囊尿管；如存在尿道狭窄

等畸形，行耻骨上膀胱穿刺造瘘。术前排空膀胱，创造盆腔

操作空间，有利于术后尿道瘘修补处愈合。

二、气腹建立及Trocar布局‘17’19’28’3∽7’42册49．51]

脐窝正中皮肤切口0．5～1．0 cm，在脐环中心切开腹壁

白线深至腹腔，直视下将Tmcar外鞘(不含尖锐内芯)导入

腹腔，荷包缝合脐窝前鞘，扎紧Trocar鞘，缝线与其缠绕固

定，阻止脱落，建立气腹。维持腹内压在6～12 mmHg。脐

孔5 nⅡn戳孔放置镜头，脐旁左右侧腹直肌外缘分别取2个

3～5Ⅱ皿戳孔；也可将左侧戳孔放置在肠造瘘口下缘切口

内。

单孔手术在脐窝1．5～2．5咖正中切口内，脐环中心置
入1个5 m戳孔，然后向两侧牵拉切口皮缘呈菱形，在切
口内两侧角内各一个3 mm戳孔‘29'42]。

Hybrid手术可将造瘘口肠管游离送回腹腔，在缝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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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的切口内放置2个Troca一“。

三、腹腔探查[17．19’2㈣。7“2一¨9’51]

确定盆腔粘连情况，观察直肠、输尿管、输精管、膀胱颈

位置和形态，其它腹腔器官有无明显异常等。

四、手术策略

利用腹腔镜特点松解直肠乙状结肠的二级血管弓，游离

直肠远端和闭合直肠尿道瘘管，最后通过电刺激引导会阴直

视与腔镜监视相结合方式建立括约肌复合体中心隧道。

五、手术方法

(一)腹腔镜三期肛门成形术

1．瘘口处理腹腔镜监视下从结肠造瘘口远端导入8

号胃管于直肠盲端，抽吸干净肠腔内容，然后注入碘伏消毒，

将瘘口用敷料暂时封闭，防止术中肠内容外溢污染伤口。

2．悬吊牵引 耻骨上穿腹壁进2—0针线，缝合固定于膀

胱后壁，再从进针点附近出针，助手腹壁外牵拉，将膀胱后壁

悬吊在前腹壁暴露盆腔[17’1 9’哪仉37’42’5“。

3．直肠远端游离先向头侧提拉直肠远端，在直肠右侧

肠壁与后腹膜交界处，用电钩贴直肠壁向远端切开腹膜，然

后同样切开左侧腹膜。向上提拉直肠，分别从右、左侧途径

分离直肠后壁，左右贯通。距离腹膜反折1 cm以上切开直

肠表面浆膜；进一步向头侧牵拉直肠，将直肠远端从盆前拉

出，贴直肠壁环周向远端游离直到远端变细与瘘管交

界[17’19，2蚴]。

4．直肠尿道瘘修补如瘘管细长(高位畸形常见)，可贴

近瘘管壁游离至其与尿道交界处，直接结扎或Hem-o-lok施

夹钳夹闭；如瘘管短粗，特别是瘘管前壁与尿道后壁关系紧

密形成共壁时(中位畸形常见)，在直肠变细与瘘管交界处，

切开肌层沿着黏膜下层剥离，敞开肠腔将直肠黏膜彻底剥离

剔除至其与尿道黏膜交界处，保留直肠远端和瘘管肌鞘，避

免损伤尿道和前列腺。将直肠远端断离后牵拉到腹腔，也有

利于瘘管暴露。然后，可利用放大视野镜面朝上，用5一oPDs

单股可吸收线连续缝合肌鞘来闭合修补瘘口[17’2蚴’42’5“。

如患儿年龄大盆腔深，术中发现直肠球部尿道瘘过低，腹腔

镜下切除修补瘘管困难，可采用腹腔镜与会阴手术联合的方

法，将吸引器插到直肠盲端向会阴推移。因此种情况直肠盲

端低，从会阴皮肤很容易触及吸引器尖端，肛穴中心皮肤切

开分离肌肉，将盲端肠壁用吸引器从切口顶出切开，拖出直

肠盲端，肉眼直视下横断修补瘘管后，将腹腔镜已游离的直

肠拖出吻合[5“。

5．直肠近端游离松解对高位畸形需充分游离系膜直

肠使其长度无张力达到会阴水平，松解直肠系膜根二级血管

弓是最有效的方法，要向上牵拉系膜根，在直肠系膜与后腹

膜间切开，保护好直肠壁侧的三级血管弓，看清二级血管走

向，尽量剔除血管周围脂肪组织，裸化5 nun以上长度，用

He叶o_10k施夹钳两端夹闭后切断，松解系膜根后，直肠都

能达到足够拖出长度[17’1 9’28。29’42’51I。

6．隧道建立是手术关键。括约肌复合体呈漏斗状，其

中心存在处于闭合状态潜在隧道；中位畸形直肠盲端已位于

649

隧道上端中心，将盲端游离后即可显露张开的隧道入口，盆

腔侧不必再过多分离；高位畸形直肠盲端位于隧道上方，整

个隧道处于闭合状态，要沿着尿道瘘的后方正中线分离盆筋

膜，显露左右耻骨尾骨肌中缝与尿道后方形成的三角区中

心；然后从会阴侧用电刺激引导确定肛穴，收缩肛穴的中心

为括约肌复合体隧道下端，根据肌肉收缩范围纵行切开皮

肤，直视下用分离钳轻柔地将闭合的潜在隧道远端分开，隧

道中心为无血管区发灰白色，隧道壁为纵肌纤维，电刺激时

收缩向盆腔侧提拉肛穴皮肤，直视下可扩张隧道深度可达

1．5 cm左右；然后腹腔镜从盆腔侧观察指引分离钳尖端从

瘘管或尿道与两侧耻骨尾骨肌腹形成的三角中心穿出，进一

步轻柔均匀扩大隧道直径至1．0 c衄左右[17’2托钆42’5“。

7．直肠拖出及吻合腹腔镜下直接用扩张隧道的分离

钳抓住直肠远端，从隧道中心缓慢轻柔拖出，利用直肠壁厚

度来扩大隧道大小，使隧道紧密包裹直肠；最后切除远端多

余特别是肥厚僵硬的直肠，用5—0可吸收线将直肠与会阴皮

肤吻合‘17’慨28‘29，42’51]。

8．直肠固定腹腔冲洗腹腔后，用2—0 prolene线将直

肠远端的两侧壁，分别与骶前筋膜各固定缝合一针，预防术

后直肠脱垂[1钆37H 0|。

(二)腹腔镜二期肛门成形术[帅1

除瘘口处理外，其它步骤与三期肛门成形相同。瘘口处

理方法为，清洗远端直肠(同三期肛门成形术)，然后将瘘口

与腹壁分离入腹腔，将瘘口近端肠管与远端肠管端端吻合，

关闭瘘口恢复结肠的连续。送回腹腔，将腹壁伤口缝合，伤

口内、外侧角内各置入一个3～5 n】111 Tmcar，建立气腹。

(三)腹腔镜新生儿一期肛门成形术凹’42]

除术中洗肠外，其它步骤与三期肛门成形相同。术中洗

肠方法为，脐窝纵切口1．5～2．o cm，切除尚未脱落的脐带组

织，将脐动脉和静脉分别结扎；将扩张的乙状结肠提出切口，

在降结肠与乙状结肠交接部肠系膜对侧纵行切开肠壁1．0

cm，插入16F肛管，吸出直肠远端及结肠内胎便，反复用生

理盐水灌洗，直到肠腔干净，然后用5—0可吸收线将肠壁切

口连续缝合封闭。对于胀气的小肠，可用细针在直视下做肠

腔穿刺，抽出肠腔内气体和肠液直到肠管完全干瘪。重新缝

合脐窝切口，内置5 rm Trocar，建立气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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