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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综述

先天性食管闭锁并气管食管瘘1例
其加

西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儿科西藏拉萨85∞oo

气管食管瘘是先天性胚胎发育异常形成气管与食

管之间有瘘道相连通的一种疾病。病理分型方法很多。

1944年美国hdd曾分为V型：I，II，III，IV，V型。

cmss氏五型分类：第1型：食管上下两段不连接，各

成盲端。两段间距离长短不等，无食管气管瘘，此型

占4％～8％。第1I垂!!：食管上段与气管相通，下端呈盲端，

两段距离较远。此型较少见，占0．5％～1％。第1II型：

食管上段为盲管，下段与气管相通，这种畸形最为常

见，占85％～90％。第1v型：食管上下段分别与气管

相通，也是少见类型，占1％。第V型：无食管闭锁，

但有瘘与气管相通，又称H型，为纯食管气管瘘，占

2％～4％⋯。本文通过我院收治的1例先天性食管闭锁

并气管食管瘘患儿，就诊治过程中的体会汇报如下。

1 临床资料

患儿，女，出生1小时，藏族。主因“吐沫伴口

唇发绀1小时”于2018年3月29日收人我科。患儿

系G8P8，孕9+月，急产于我院妇产科，出生体重2．5Kg，

羊水清亮，无胎膜早破、脐带绕颈、宫内窘迫史。阿

氏评分1分钟～6分，3分钟～7分，5分钟～8分。予

以清理呼吸道，皮肤刺激，吸氧等处理。出生后患儿

一直吐沫，伴有口唇发绀。出生后未开奶，未解胎便

及小便。入院查体：体温不升，脉搏126次／分，呼吸：

42次／分，体重2．5Kg，血氧饱和度86％，反应可，哭

声可，足月儿貌，鼻腔及口腔内可见白色泡沫样分泌

物，口唇及鼻唇三角区，四肢末端发绀。双肺呼吸音粗，

可闻及较多湿罗音。四肢末端凉。原始反射均可引出。

余无特殊阳性体征发现。入院诊断：(1)新生儿窒息；

(2)新生儿肺炎。予以阿莫西林舒巴坦抗炎，吸氧，保

暖等处理。入院后患儿吃奶欠佳，有间断性呕吐，吐沫，

吸氧下口唇区无明显发绀。四肢肌张力可。人院查血

常规：WBC：7．9lxl0’几，N：62．24％，L：20．94％，HGB：2069，

L．PLT：253x109几。生化：肝肾功，血电解质：正常。

TBIL：94．4umo儿。胸片：两肺纹理模糊，左肺野与右
肺上野密度增高，肺门区不增宽，心影增大。期间患

儿出现黄疸，测经皮胆红素：2lm州1。予以光疗退黄。
之后鼻饲奶时胃管内反抽出鲜红色胃内容物，患儿反

应差，呼吸急促，考虑消化道出血，予以止血治疗。

病情进一步加重，口腔内有间断性粘性分泌物溢出，

胃管内注入药物后立即从口腔及鼻腔涌出。双肺呼吸

音粗，仍可闻及较多的湿罗音。腹胀。因患儿喂养困难，

考虑消化道畸形，拟行消化道造影。但胃管内注人造

影剂后立即从口腔及鼻腔溢出。故在注入泛影葡胺约

6ml后行胸部及上腹部cT平扫，结果示：食管上段呈

盲端并呈憩室样扩张。造影剂部分反流，下段食管明

显积气扩张并与支气管相通，胃内及肠道内明显积气

扩张。考虑：先天性食管闭锁并气管食管瘘(III型)。

经向其家长交代病情后家属表示放弃治疗，并自动出

院。

2 体会

经过本病例我们总结如下：①孕妇合并羊水过多

时需要警惕本病的可能性。需要排除消化道畸形的疾

病。②．病史：反复吐奶，发绀，呼吸急促，下胃管难，

试喂就从口鼻呕吐奶液，抗炎治疗后肺炎好转不明显。

③并发新生儿气腹：王淑芹口】等报道气管食管瘘IIIB

型并发新生儿气腹l例。出现腹胀，气腹。气体能从

破裂的肺泡逸人肺问质并通过肺的血管鞘进入纵膈障，

纵膈的气体通过横膈孑L进人腹腔。也可通过消化道穿

孔进入腹腔。本病例未出现气腹，但有腹胀。因下段

食管与支气管相通，导致胃管内及肠道内积气扩张。

因此，我们在实际临床工作中遇到气腹或腹胀明显患

儿时也需要提高警惕，需排除气管食管瘘的可能性，

以防延误诊治，以致死亡。④．辅助检查：通过纤支

镜，食管镜，消化道造影，支气管造影可协助诊断。

本病例是通过消化道造影及胸腹部CT来明确诊断的。

⑤治疗：因奶液及酸性胃内分泌物反流到肺部，造成

化学性肺炎、吸人性肺炎、肺不张、继发感染，导致

心力衰竭，严重呼吸衰竭。上cPAP或呼吸机正压通

气又很矛盾，从而延误手术时机【3l。总之，西藏地处

我国的西部，因各方面的条件有限，很多先天性疾病

的诊断及治疗非常困难。但是只要我们仔细观察病情

的蛛丝马迹，仍能诊断此类疾病，以便为进一步的手

术治疗争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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