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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

心脑血管疾病是全球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之

一，其中冠心病病死率居首位，约占总死亡率的

16.0%；脑卒中位列其后，约占总死亡率的 11.6%，其

中缺血性卒中占全部脑卒中的 85%，占总死亡率的

5.83%［1⁃2］。我国居民的全因死亡原因中心脑血管疾

病居首位［3］。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全身性病变，同

时累及心血管和脑血管，心脑血管狭窄或闭塞性疾

病可选择内科保守治疗、血管内介入治疗和外科手

术治疗，其中手术方法主要包括颈动脉内膜切除术

（CEA）、脑 血 管 搭 桥 术 和 冠 状 动 脉 旁 路 移 植 术

（CABG）。约 28%行颈动脉内膜切除术的患者因并

发严重冠状动脉疾病需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冠

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神经系统并发症发生率为

2.2% ~ 8.5%［4］，病残率和病死率均较高，病死率甚

至高达 24.8%［5］。约 12%行冠状动脉血运重建的患

者并发颈内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而颈内动脉狭窄

或闭塞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围手术期脑卒中的

【摘要】 心脑血管疾病是全球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动脉粥样硬化是其主要病理学改变，常同

时累及心血管和脑血管，需神经外科和心血管外科同时手术干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是采取颈

动脉内膜切除术联合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同期手术还是分期手术（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后冠状动脉旁路

移植术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尚未形成一致性意见。随着对心脑血管疾病研究

的深入、手术技术的改进和血管内介入技术的发展，为外科手术同时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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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预测因素［5］。尽管大量研究证实冠状动脉旁路

移植术前预防性采取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可以减少

脑卒中风险［4］，但对于无症状颈内动脉狭窄尚存争

议，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一预防方案并不能减少脑卒

中风险［6］，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所纳入患者的异质

性、疾病的复杂性、颈内动脉狭窄程度的不一致性

及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影响因素的多样性。目前，

心脑血管疾病同时手术干预方案主要有同期手术

（同期颈动脉内膜切除术联合冠状动脉旁路移植

术）以及分期手术（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后冠状动脉

旁路移植术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颈动脉内膜

切除术），尚未达成一致性意见。随着血管内介入

技术特别是心脑血管支架成形术的发展，为心脑血

管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选择；以及非体外循环下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OPCABG）的出现降低了围手

术期缺血性卒中风险［6］。手术技术的改进及新技术

的出现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同时外科干预提供了更

多选择，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并降低并发症发生

率。本文对国内外心脑血管疾病同时外科干预方

案进行概述，以抛砖引玉。

Bernhard等［7］于 1972年首次采取颈动脉内膜切

除术后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同时治疗心脑血管疾

病，并指出其具有诸多优势：降低症状性心脑血管

疾病患者脑卒中风险，减少手术费用和医疗总费

用，缩短住院时间，且具有可接受的病残率和病死

率，使远期脑卒中风险减少。神经外科和心血管外

科同时手术干预常用于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特别

是重度狭窄（狭窄率 > 90%）患者同时出现脑低灌注

和脑缺血改变，但这一观点并未获得一致认同［6］。

2023年，Uyanik等［8］发现，颈动脉内膜切除术联合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同期手术的病死率仅为 1.54%
（5/324），发 生 脑 卒 中 和 死 亡 的 概 率 为 2.20%（7/
318），但是由于同期手术对手术医师和麻醉师均是

挑战，同时增加心血管系统及其他脏器负荷致血流

动力学波动，导致围手术期并发症增多，最终使病

残和病死风险增加，因此后续有学者主张分期手

术，目前主要推荐先行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再行冠状

动脉旁路移植术，而先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再行

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因围手术期并发症较高而弃用。

随着血管内介入技术的发展，颈动脉支架成形

术（CAS）显示出与颈动脉内膜切除术相似疗效［8］。

因此有学者提出颈动脉支架成形术替代颈动脉内

膜切除术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亦分为分期手

术和同期手术，主要方案为颈动脉支架成形术后数

天或数周再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局部麻醉下行

颈动脉支架成形术，同日再全身麻醉下行冠状动脉

旁路移植术；同一手术室全身麻醉下先行颈动脉支

架成形术，再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6］。由于同期

手术需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立即予以抗血小板

药，有可能导致术区出血风险增加，此外，同期手术

对手术室的要求较高，须使用复合手术室以同时满

足颈动脉支架成形术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手

术条件，故目前多采取分期手术即颈动脉支架成形

术后数周再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该术式可在冠

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前相对安全地停用抗血小板药。

目前尚无对比分析颈动脉支架成形术与颈动

脉内膜切除术联合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疗效的随

机对照临床试验，但陆续有观察性研究证实颈动脉

支架成形术联合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治疗心脑血

管疾病安全、有效。一项为期 5年的随访研究显示，

冠状动脉严重病变合并颈内动脉重度狭窄患者采

取颈动脉支架成形术联合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分

期 手 术 后 30 天 发 生 脑 卒 中 和 死 亡 的 概 率 约 为

4.78%（17/356），心肌梗死发生率为 1.97%（7/356），

发生脑卒中、心肌梗死和死亡的总概率为 6.74%
（24/356）；随访 5年时脑卒中和心肌梗死复发率分

别为 3.93%（14/356）和 1.97%（7/356）［5］。亦有病例

对照研究显示，颈动脉支架成形术联合冠状动脉旁

路移植术的疗效优于颈动脉内膜切除术联合冠状

动脉旁路移植术，前者术后 30天脑卒中和（或）心肌

梗死发生率低于后者［5.36%（3/56）对 18.75%（21/
112），P = 0.020］，且高风险的不稳定型或严重心绞

痛患者以及症状性颈动脉病变患者多采取颈动脉

支架成形术联合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9］。

早期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于全身麻醉体外

循环下进行，增加手术复杂性和并发症风险。冠状

动脉旁路移植术后发生脑卒中的重要原因除脑血

管狭窄或闭塞外，还包括术中进行主动脉弓部操作

时粥样硬化斑块或血栓脱落或者体外循环下微栓

子激活，脱落的斑块、血栓或微栓子随血液循环堵

塞脑血管，导致脑栓塞；术中低血压、左心室功能障

碍、房颤、脑血流动力学改变等也是重要原因。非

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可减少或避免分

离、插管和阻断主动脉弓过程中发生斑块或血栓脱

落的风险，更有利于同时外科干预。Fareed等［10］对

比颈动脉内膜切除术联合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

·· 2



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 2024年 1月第 24卷第 1期 Chin J Contemp Neurol Neurosurg, January 2024, Vol. 24, No. 1

旁路移植术与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

30天的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发现，联合非体外循

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发生脑卒中、心肌梗

死和死亡的总概率低于联合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

旁 路 移 植 术 患 者［3.56%（11/309）对 11.53%（395/
3426），P = 0.000］，间接表明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

旁路移植术可能减少术中对主动脉弓部操作导致

的脑栓塞风险，同时也避免体外循环下低血压导致

的脑低灌注风险。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 10年间

（1998-2007年）共纳入 6153例颈动脉内膜切除术联

合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分期手术患者［其中 2004例
（32.57%）采取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和 16 639例颈动脉内膜切除术联合冠状动脉旁路移

植术同期手术患者［其中 5280例（31.73%）采取非体

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发现两组患者围

手术期发生脑卒中和死亡的概率相近，而同期手术

患者围手术期总体并发症发生率、住院时间、住院

费用，及手术切口、心脏、呼吸系统和肾脏并发症风

险均低于分期手术患者；进一步对体外循环与非体

外循环的亚组分析发现，非体外循环下同期手术患

者脑卒中风险降低，提示采取同期手术时宜选择非

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11］。另一项多中

心临床研究 5年间（2003-2007年）纳入 745 769例行

冠 状 动 脉 旁 路 移 植 术 患 者［其 中 108 212 例

（14.51%）合并脑血管狭窄］，除外急诊手术病例，最

终纳入 45 656例对比分析手术疗效，5732例行颈动

脉内膜切除术联合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同期手术，

24 167例行分期手术，15 757例虽颈内动脉重度狭

窄（狭窄率 > 75%）但仅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结

果显示，未合并脑血管狭窄的患者 30天内病死率为

1.60%、脑卒中发生率为 1%，合并脑血管狭窄仅行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患者病死率和脑卒中发生

率分别为 3.31%和 2.72%；疗效分析显示，同期手术

患者病死率、脑卒中发生率和住院时间均高于分期

手术和仅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12］。该项研

究行颈动脉内膜切除术联合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同期手术的患者中仅少部分（20.58%）采取非体外

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加之未详细区分脑血

管狭窄程度、未评估对侧血液循环和后循环状况、

随访时间较短等，导致上述两项研究得出截然相反

的结论，表明颈动脉内膜切除术联合冠状动脉旁路

移植术同期手术对患者的选择至关重要。一项

Meta分析纳入 56项临床研究对比分析颈动脉内膜

切除术联合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同期手术和分期

手术（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后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和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颈动脉内膜切除术）的疗

效，结果显示，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颈动脉内

膜切除术分期手术的患者脑卒中发生率最高，为

10%，而心肌梗死发生率和病死率最低，分别为 3%
和 4%；同期手术患者脑卒中发生率约 6%，心肌梗死

发生率为 5%，病死率为 6%；行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后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分期手术的患者脑卒中发生

率降至 5%，但心肌梗死发生率和病死率最高，分别

为 11%和 9%，提示同期手术可能具有潜在益处［13］。

另一项 Meta分析纳入 16项临床研究计 844例采取

颈动脉内膜切除术联合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同期

手术和 920例分期手术患者，同期手术患者脑卒中

发 生 率 为 6.04%（51/844）、病 死 率 为 4.74%（40/
844）、发 生 脑 卒 中 和 死 亡 的 总 概 率 为 9.48%（80/
844），分期手术患者分别为 3.15%（29/920）、2.93%
（27/920）和 5.65%（52/920），但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14］。亦有一项 Meta分析纳入 97项心脑血管疾病

分期或同期手术的临床研究，分别行颈动脉内膜切

除术联合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同期手术和分期手

术（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后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和冠

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同期手

术患者围手术期病死率最高，为 4.63%（359/7753）；

先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再颈动脉内膜切除术患者

脑卒中发生率为 6.29%（19/302），其中同侧脑卒中

发生率最高，为 5.75%（5/87），而心肌梗死发生率最

低，为 0.90%（2/221）；先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再冠状

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总体脑卒中发生率最低，为

2.73%（25/917），病死率居中，为 3.93%（36/917），而

心肌梗死发生率最高，为 6.49%（53/817），并认为该

术式降低脑卒中和死亡风险的优势因心肌梗死发

生率的增加而抵消；而同期手术与分期手术总体手

术风险并无明显差异［11.49%（513/4463）对 10.16%
（72/709）］［15］。而该项Meta分析的时间跨度达 30年
（1972-2002年），未分析手术技术的改进和血管内

介入技术的发展对心脑血管疾病的积极治疗作用，

所纳入患者心功能较差［纽约心脏协会（NYHA）心

功能分级 3 ~ 4级占 71.9%］导致病死率偏高，此外有

分期手术患者时间间隔达 6 个月或首次手术后出现

严重并发症而放弃再次手术，均影响研究结论［15］。

上述研究对象多为 2000年以前的手术病例，随

着血管内介入技术的进步以及非体外循环下冠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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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旁路移植术的开展，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的治

疗有了更多选择，如颈动脉支架成形术联合经皮冠

状动脉介入术（PCI）同期或分期手术、颈动脉支架

成形术联合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同期或分期手术、

颈动脉内膜切除术联合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同期

或分期手术［16⁃18］。目前认为，对于心脑血管疾病高

风险患者应采取颈动脉支架成形术联合经皮冠状

动脉介入术或颈动脉支架成形术联合冠状动脉旁

路移植术，对于风险相对较低患者应采取颈动脉内

膜切除术联合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然而上述术式

能否降低手术风险并提高其远期疗效有待大样本

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的验证。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老龄化、环境污染和饮食

结构改变，心脑血管疾病业已成为人类首要死亡原

因，如何同时有效治疗心脑血管狭窄或闭塞性疾病

引起临床关注，虽然目前关于同期手术还是分期手

术的意见尚不统一，但随着对心脑血管疾病研究的

深入、手术技术的改进和血管内介入技术的发展，

为外科手术同时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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