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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大隐静脉及其属支的应用解剖观察
刘冬强 

邵阳学院  湖南省邵阳市  422000 

【摘  要】目的：探讨大隐静脉及其属支的应用解剖观察。方法：研究人员使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 102 个大隐静脉以及这些大隐静脉属

支的汇入类型进行统计以及分析。当然除了以上这些内容之外，研究人员还对左右个股连线的间距，大隐静脉主干特别点外径进行综合探

讨。结果：通过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大隐静脉的属支类型主要有Ⅱ四支型，Ⅲ三支型，Ⅳ三支型。从直径的角度进行分析，

股内侧浅大隐静脉以及股外侧浅大隐静脉汇入地方的外径最大。从不同位置之间的距离进行分析，也就是间距的长度呈现出不同的数据，

其中大隐静脉到左右髂骨的距离最长。最后从大隐静脉的特点进行分析，他的主干特别点外径，越往上它的直径就越长。结论：对大隐静

脉以及它的分属支进行结扎的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必须要根据具体的位置关系来确定各个大隐静脉之间的关系以及大隐静脉汇入处的投影

结果来进行具体的结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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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隐静脉曲张疾病是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它属于下

肢周围血管疾病。如果在对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当中，使用大隐静

脉高位结扎术来进行具体的治疗操作，那么最终的治疗效果相对较

好。医疗工作者必须要掌握大隐静脉以及他的分数旁支的具体情

况。也就是对于该大隐静脉的解剖知识进行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够

更好的为患者进行治疗，并保障他们后期的生活质量。 

1.资料与方法

1.1 标本来源

我们在对大隐静脉进行研究的过程当中，主要以某个卫生学院

解剖教研室当中，在近 5 年有人所提供的成年人尸体 51 具作为研

究标本。在本次参选的所有标本当中都没有存在肉眼可见的大隐静

脉曲张。其中男尸体有 30 具，女尸体有 21 具。 

1.2 实验用具 

本次研究过程当中使用到的实验用具主要有游标卡尺，钢尺以

及手术刀等等。 

1.3 测量方法以及测量内容 

工作人员在准备好实验用具以及研究过程当中需要的标本试

题之后，需要对所有标本的下肢，按照局部解剖的方法来进行具体

的解剖操作。首先，工作人员需要对卵圆窝处的皮肤进行切口操作，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位置的切口长度一般是在 9 厘米到 10 厘米之间。

在这个位置进行切口之后，下一步就是要对皮下各组织，淋巴结，

完全显露出来的大隐静脉以及大隐静脉的分属旁支进行钝性分离，

然后分析。在针对以上这些位置进行解剖之后，工作人员还需要对

所有的分数旁支的汇入情况进行观察，然后测量大隐静脉以及大隐

静脉的各个分分属旁支汇入处的外径距离以及测量大隐静脉外径，

大隐静脉内部血凝块的具体状态。本文在进行分析的过程当中，对

于测量的大隐静脉的具体位置，分别标志了三个标志点。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所收集到的所有数据都是使用游标卡尺测量出来的

距离以及直径，数据必须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2.结果
根据相关学者的报道可以将大隐静脉以及大隐静脉的分属旁

支归纳为 5 种类型。其中大隐静脉的各个分属旁支汇入处的外径具

体情况如表 1 所示，大隐静脉主干特别点的外径的具体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1 

属支名称 最大外径（cm） 最小外径（cm） 平均外径 

旋髂浅静脉 0.47 0.22 0.35±0.11 

阴部外静脉 0.41 0.18 0.29±0.08 

腹壁浅静脉 0.48 0.24 0.33±0.13 

股内侧浅静脉 0.49 0.23 0.40±0.12 

股外侧浅静脉 0.53 0.31 0.44±0.13 

表 2 

部位 最大外径（cm） 最小外径（cm） 平均外径 

内踝前下缘尖平面 1.22 0.35 0.74±0.13 

股骨内外侧髁上缘 1.23 0.42 1.03±0.17 

隐股点 1.78 0.84 1.42±0.23 

3.讨论

3.1 大隐静脉各属支汇入情况

3.1.1 属支数目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大隐静脉的分属旁支的类型非常复杂，且

变化多端。在人体当中，Ⅲ三支型，Ⅳ三支型这两种类型的大隐静

脉分属旁支占到全部数量的 31.3%左右，本次研究当中的 51 具尸

体，其中有 32 例Ⅲ三支型，Ⅳ三支型。其中，Ⅱ四支型所占到的

比例非常多在本次研究的 51 例实体当中就有 42 例，占比为 41.2%。

在手术治疗的过程当中，需要寻找以上这几种类型的大隐静脉进行

结扎。如果发现曲张的分属旁支呈现出明显变粗，那么就必须要鉴

别阔筋膜局部的层次关系。 

3.1.2 属支曲张几率 

人体如果处于直立的状态，那么分属旁支注入大隐静脉的血流

方向就是从腹部的浅大隐静脉至上而下进行流动，但是阴部的外经

脉基本是保持水平的状态。此外，其他的位置还表现出股内侧大隐

静脉，股外侧大隐静脉外自上而下流动的关系。从血流动力学的角

度进行分析，在受到重力的作用之下，大隐静脉所承受的血压就会

比较高。因此，治疗中如果需要进行结扎，需要根据患者具体情况

来进行选择性的保留以及选择性的结扎。可以对三种不同类型的分

属旁支在汇入之前进行大隐静脉的主干道结扎，也可以选择性的结

扎。 

3.1.3 股内侧浅大隐静脉与股外浅大隐静脉汇入形式 

而且通过上文的分析，有大概 12.7%的大隐静脉会单干形成固

定的结构之后会又到大隐静脉当中。有大概 10%的汇入阴部外大隐

静脉当中。其他类型的情况就是像上文所分析的，直接汇入到大隐

静脉当中，这部分的汇入方法占到全部比例的 83%左右。所以医生

在对这种类型的大隐静脉进行检查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对周围的大

隐静脉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之后再进行具体的手术治疗。 

3.2 大隐静脉各属支汇入处外径及大隐静脉主干特别点外径 

通过对表 1 当中所记录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各种各样不

同类型的分属旁支的直径，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直径比较宽的是股

内侧浅大隐静脉以及股外侧浅大隐静脉。而且这两个位置与其他位

置相比，他们的回流血液皮肤面积相对较小。当患者在进行手术治

疗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进行肢体血管损伤治疗，那么医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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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进行血管移植，并且在血管移植的过程当中选择比较合适的大
隐静脉以及它的分属旁支。在选择时必须要选择一些位置比较浅，
长度比较理想，直径在 0.3 厘米到 1.3 厘米之间，通畅率比较高，
相容性比较好的大隐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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