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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管探针联合亚甲蓝对乳头溢液手术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岑红艺  刘振  黄艳霞  张泳晶  蔺少瑛  龙启生 

(江门市妇幼保健院  广东江门  529000) 

摘要：目的:探讨导管探针联合亚甲蓝在医院乳头溢液手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 2016 年-2023 年，女性年龄在 20~50 岁的 79 例乳头溢

液患者，随机分组,治疗组乳头溢液手术使用导管探针联合亚甲蓝，对照组使用传统手术,比较两组治疗效果。结果:导管探针可以帮助准确定

位乳头溢液的来源，有助于减少手术创伤和提高手术效果，同时亚甲蓝作为一种显色剂，可以帮助医生在手术中准确地识别乳头溢液的病

变范围，提高手术的准确性和安全性。结论:导管探针联合亚甲蓝在医院乳头溢液手术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可以提高手术的定位准确性、

导航精确性和治疗效果评估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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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乳头溢液是乳腺疾病的常见症状之一，有生理性溢液和病理性

溢液之分。生理性溢液主要出现在妊娠和哺乳期的女性身上，病理

性乳头溢液在乳腺疾病中的发生率仅次于乳房肿块和乳房疼痛。本

研究主要集中病理性溢液的研究，对患者的健康和生活产生一定的

危害。病理性溢液可能是乳腺癌或其他乳腺疾病的征兆之一[1]，溢

液的存在为细菌提供了滋生的环境，可能会导致感染和炎症，同时，

伴随乳房的不适和疼痛感，也可能会给患者带来心理压力和焦虑并

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对日常活动和工作产生不利影响。然而，

乳头溢液发生的病因比较复杂，临床表现具有多样性，正因如此这

为临床医师的诊断和治疗带来了许多困难[2]。为了解决疾病乳头溢

液问题，本研究结合临床实际，研究探索治疗该疾病简便实用且疗

效显著的临床方法，其中包括导管探针联合亚甲蓝手术治疗的使

用，对治疗乳头溢液的应用和效果评估，我们希望为乳头溢液的手

术治疗提供新的选择和多样化指导。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资料 

收集时间为 2016 年 6 月-2023 年 6 月，统计我院乳腺科收治乳

头溢液患者，有做手术的 79 例,按照随机对患者进行分组，分为试

验组和对照组,对数据进行分析，统计到患者的年龄在 20 至 50 岁之

间。 

对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信息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比较差异法来

判断有无统计学意义，当 P>0.05，表示无统计学意义，不具有差异

性，当 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本课题研究通过

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出具了伦理批复件，参与研究的患者知

晓研究内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病例选择标准 

入组标准:(1)标准:乳头溢液，需要手术治疗，使用了导管探针

联合亚甲蓝治疗。(2)排除标准:乳头溢液的其他乳腺疾病，精神不正

常，其他身体基础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 

1.3 乳腺溢液手术方法 

所有参与研究的患者进行平卧，运用常规消毒方式对乳房皮肤

进行消毒，同时在病区铺无菌孔巾，然后手术医生寻找溢液的乳管

开口，对乳管开口采用导管探针进行扩张乳管，探查溢液导管的具

体走向，判断溢液导管的乳腺区段的位置，用 1ml 注射器用平头针

将亚甲蓝注入溢液导管，然后取环乳晕的切口，观察患者的乳晕皮

下与腺体组织表面进行分离，操作医生用眼科剪仔细解剖出导管探

针导向的蓝染主乳管，分离后操作医生将拔出探针并分别离断结扎

再将蓝染定位的溢液区段腺体组织切除并移除[3]。 

1.4 观察指标 

对照组采用传统手术。试验组使用了导管探针联合亚甲蓝治疗

后，再进行乳腺手术，观察指标与方法比较 2 组患者手术治疗效果,

手术时间、手术成功情况、手术并发症、抗生素使用情况,住院天数

及住院费用。 

1.5 疗效评价标准 

显效:手术无并发症，抗生素使用少,住院天数短及住院费用少,

说明导管探针联合亚甲蓝乳头溢液手术是有价值的。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excel 等软件对临床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临床收

集的数据资料统计将以 sx ± 表示,两组数据比较应用卡方检验；

计数统计以频数/率(%)表示，当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分析 

2.1 治疗效果比较 

统计导管探针联合亚甲蓝对乳头溢液手术患者的实验组有 36

例，对照组患者 44 例，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治疗疗效相对明显，均

未发生无效的治疗患者，两组的总体效率均为 100%，从数据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这两组数据临床疗效比较明显，无显著差异。见表

1。 

表 1：实验组与对照组患者临床治疗疗效对照表 

组别 例数 明显 好转 无效 总体效率 

实验组 36 36 0 0 100% 

对照组 43 43 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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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手术治疗前后指标比较 

实验组手术时间为 42.44±16.30，住院时间为 5.72±2.86，对

照手术时间为 49.66±23.38，住院时间为 8.71±6.51，在住院期间

实验组与对照组患者使用抗生素情况，医生虽然对实验组开具备用

抗生素 21 例，但患者均未服用，对照组使用抗生素有 24 例，可见

实验组中手术及住院时间较短，使用抗生素少，经 t 检验，P<0.05，

在抗生素使用上，两组有显著差异，实验组疗效显著。见表 2。 

表 2：两组手术治疗前后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手术成功率 术后并发症 抗生素使用 住院时间 

实验组 36 42.44±16.30 100% 无 0 5.72±2.86 

对照组 43 49.66±23.38 100% 无 24 8.71±6.51 

2.3 出院费用 

两组手术治疗费用经过 t 检验，P=0.006<0.5,两组有差异，实验

组有效。见表 3。 

表 3：两组手术治疗费用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8000 元内出院 大于 8000 元内出院 住院费用（元） 

实验组 36 21（58%） 15（42%） 7655.61±3241.74 

对照组 43 30（69%） 21（49%） 11362±7197.58 

3 讨论 

导管探针联合亚甲蓝可以有效地引导术者快速准确找到病变

的乳腺导管系统，帮助医生更快地明确病变范围，从而缩短手术时

间。这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手术过程更加迅速、准确，可以减少

手术的不适感和痛苦。由于手术时间的缩短，导管探针联合亚甲蓝

可以帮助病人尽早完成手术，从而减少住院时间。这对于病人来说，

不仅可以减少住院期间的费用和不便，还可以降低住院期间感染和

并发症的风险。导管探针联合亚甲蓝可以准确定位和清除乳头溢

液，从而减少手术创口的感染风险。通过降低感染风险，可以减少

术后抗生素的使用，进一步降低了病人的治疗成本和抗生素相关的

不良反应[4,5]。 

4 结论 

导管探针联合亚甲蓝在医院乳头溢液手术中的应用可以带来

多方面的好处，包括缩短手术时间、减少住院时间和抗生素使用，

这些有助于提高手术的效率和病人的康复速度，具有重要的临床应

用价值，特别是可以为条件有限的基层医院的手术医生提供多一种

辅助手段。 

4.1 优化手术方案 

乳头溢液手术是一种常见的基层医院外科手术，通过研究导管

探针联合亚甲蓝在该手术中的应用价值，可以优化手术方案，提高

手术效果和手术成功率，减少手术时间和并发症发生率。 

4.2 提升医院技术水平 

医院通常设备和技术条件有限，通过研究导管探针联合亚甲蓝

在乳头溢液手术中的应用价值，可以为医院提供一种简单、有效的

手术方法，提升其手术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基层医疗质量。 

4.3 降低医疗成本 

导管探针联合亚甲蓝作为一种经济实用的医疗工具和药物，可

以基层医院乳头溢液手术中起到重要作用。通过研究导管探针联合

亚甲蓝在乳头溢液手术中的应用价值，不仅可以有效降低手术所需

的医疗费用，也可以提高医疗资源有效利用效率。 

4.4 丰富临床经验 

研究导管探针联合亚甲蓝在乳头溢液手术中的应用价值，可以

为临床医生积累经验，为医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4.5 提升了患者满意度 

评估患者对导管探针联合亚甲蓝乳头溢液手术的满意度。通过

患者的主观评价，了解手术过程的舒适度、疼痛程度、术后恢复情

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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