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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提出。

本文件由广东省医疗器械管理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

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江西省妇幼保健院、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重庆市妇幼保健院、中南大

学湘雅三医院、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省白求恩

医院、四川大学华西二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价中心（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朱兰、史宏晖、梁硕、宋晓晨、任常、张晓薇、华克勤、吴氢凯、洪莉、汪

利群、吴桂珠、刘禄斌、曾飞、彭程、吴珍珍、陆叶、刘小春、苗娅莉、赵燕、赵一飞、李栋。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6

T/GDMDMA 0047—2025

Ⅳ

  引    言

盆腔器官脱垂（pelvic organ prolapse，POP）是由于盆底肌肉和筋膜组织异常造成的盆腔器官下降

而引发的盆腔器官位置异常及功能障碍，是中老年女性的常见病，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重症患者多需

要手术治疗。在前、中、后盆腔缺陷的纠正手术中，中盆腔缺陷的顶端脱垂纠正是重中之重，良好的

“顶端支持”是手术成功的关键。

腹腔镜骶骨固定术（laparoscopic sacrocolpopexy，LSC）是治疗中盆腔缺陷的手术方式，该手术将

子宫或阴道顶端与骶骨前纵韧带通过移植物桥接起来。相对于经阴道盆底重建手术，LSC的阴道顶端

复发率和性功能障碍发生率低，复发再次手术率低，能较好地恢复阴道轴向和保持阴道长度，远期成

功率可达74%～98%。因此，正确理解和掌握该手术是妇科盆底专科手术医师的必备技能。

LSC的手术步骤分为三步：膀胱阴道间隙和直肠阴道间隙分离、骶前间隙分离和移植物缝合固定。

LSC虽然被认为是顶端脱垂的金标准术式，但其普及仍受限。分析原因主要包括：（1）该术式为Ⅳ级

复杂腔镜操作，包括阴道间隙及骶前间隙的分离，术中暴露骶前区域并进行缝合具有操作难度；（2）

在肥胖女性和存在解剖变异的情况下，暴露困难并可能出现邻近器官及骶前区血管损伤等并发症；（3）

腹腔镜本身的二维空间显示，立体视觉感和触觉反馈受限，手术操作时间长。此外，LSC手术中使用

的人工合成网片有网片相关并发症风险。为了保证手术的受益高于潜在风险，制定应用合并网片的

LSC合理手术适用范围和临床应用标准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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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腔器官脱垂腹腔镜骶骨固定手术应用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盆腔器官脱垂腹腔镜骶骨固定手术应用的适应证、禁忌证和临床应用规范。

本文件规范了腹腔镜骶骨固定手术的手术技术标准、网片并发症的预防及术后随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腹腔镜骶骨固定手术 laparoscopic sacrocolpopexy
骶骨固定手术是治疗中盆腔缺陷的手术方式，该手术将子宫或阴道顶端与骶骨前纵韧带通过移植

物桥接起来。根据手术方式不同，包括开腹、传统腹腔镜、机器人腹腔镜等；腹腔镜骶骨固定术以高

成功率、低并发症发生率而成为主流术式。

3.2

盆腔器官脱垂 pelvic organ prolapse， POP
盆腔器官脱垂是由于盆底肌肉和筋膜组织异常造成的盆腔器官下降而引发的器官位置异常及功能障

碍，主要症状为阴道口肿物脱出，可伴有排尿、排便和性功能障碍，不同程度地影响患者的生命质量。 
3.3

合成网片 synthetic mesh
合成网片是一种由人工合成材料制成的网片。

注1： 合成网片主要用于手术中修补或加强组织以减少复发和提高手术成功率，在疝气修补、盆底重建等手术中广

泛应用。

注2：合成网片根据其孔径大小和编织特性，分为Ⅰ～Ⅳ型：

 a） Ⅰ型为大孔径（孔径≥75  μm）、单股纤维编织；

 b） Ⅱ型为小孔径（孔径＜10  μm）；

 c） Ⅲ型为大孔径中包含小孔径或多股纤维编织（纤维间形成的缝隙＜10  μm）；

 d） Ⅳ型为极微孔径（孔径＜1  μm）。

 按质量分类，网片分为重型（＞70  g/m2）、中型（40～70  g/m2）、轻型（20～40  g/m2）、超轻型（＜20  g/m2）。

    注3： 合成网片按能否被机体吸收可分为不可吸收 （永久性） 合成网片、可吸收合成网片、部分可吸收的混合型网片。

4  总则

本文件规范了腹腔镜骶骨固定手术的应用范围、手术适应证及禁忌证、手术技术标准、网片并发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2

T/GDMDMA 0047—2025

症的预防及术后随访。

5  适应证及禁忌证

5.1  适应证

LSC手术适用于身体状况良好、能耐受腔镜手术者。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妇科盆底学组制定

LSC的主要临床适应证是：

a）  有症状的穹隆脱垂POP分度≥Ⅱ度；

b）  POP术后复发的患者（有症状，且POP分度≥Ⅱ度）；

c）  初治的中盆腔缺陷为主的POP分度Ⅲ度及以上，特别是性生活活跃的年轻患者。

5.2  禁忌证

腹腔镜骶骨固定手术禁忌证如下：

a）  严重的内科合并症不能耐受手术；

b）  凝血功能障碍；

c）  盆腔炎症性疾病和阴道炎的急性发作期；

d）  严重的阴道溃疡；

e）  多次盆腹部手术史和严重盆腹腔粘连；

f）  有慢性肠道炎症性疾病、克罗恩氏病等。

6  术前评估和准备

6.1  了解病史

应详细了解患者的病史，有无其他妇科疾病，既往盆腔手术史，以及影响手术和麻醉的内外科合

并症，必要时请相关科室会诊。

仔细询问是否伴有排尿、排便症状以及性功能问题，推荐使用经中文验证问卷（如盆底功能影响

问卷简表-7、盆腔器官脱垂及尿失禁性生活问卷-12）评估症状的严重程度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6.2  全面查体

应由妇科盆底专科医生进行专科体格检查。查体时应全面评价盆腔各腔室（前、中、后）的缺陷

部位和程度，建议使用盆腔器官脱垂定量（POP-Q）分度法进行评估。单纯的顶端脱垂少见，常合并阴

道前后壁脱垂和 /或膀胱、直肠膨出；截石位时宜采用单叶窥具分别检查阴道前、后壁和子宫或穹隆脱

垂情况，同时了解是否合并阴道溃疡，必要时宜采用站立位向下屏气用力评价顶端脱垂程度。三合诊

检查注意有无直肠膨出和肛门括约肌撕裂伤，还应评估盆底神经肌肉功能。

6.3  完善检查

脱垂复位后，13%～65%的患者会新发压力性尿失禁，建议行隐匿性尿失禁筛查试验。所有患者均

应测定残余尿量，有条件者建议行尿流率检查；若有尿频、尿急、夜尿等膀胱过度活动症状者，建议还

纳脱垂器官后行尿动力学检查；有下尿路感染症状者，应行尿常规和尿培养检查；必要时行盆底超声检

查了解是否有膀胱膨出、肠疝及肛门括约肌撕裂伤等情况；其他检查宜根据患者的主诉选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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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术前沟通

良好的沟通有助于医患双方共同确定手术目标，患者应术前充分知情并签署同意书，交代手术相

关的并发症，特别是网片相关并发症（如网片挛缩、暴露、侵蚀及相关疼痛等）；应充分告知网片使用

的利弊、费用、可能面临的并发症及替代方案等，权衡手术获益，遵循个体化原则，慎重选择。

经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妇科盆底学组制定的盆腔器官脱垂的中国诊治指南（2020年版）认为，

脱垂手术主要适用于非手术治疗失败或者不愿意非手术治疗的有症状的POP患者。手术原则是修补缺

陷组织，恢复解剖结构，适当、合理应用替代材料，体现微创化和个体化。手术对大多数POP患者具

有长期、确定的疗效，但由于手术存在一定创伤，即使手术治疗能达到理想的解剖复位、仍不能确保

功能恢复和症状改善，甚至可能出现新发症状；应在术前与患者充分讨论可选择的治疗方式及每种方

式的利弊风险、可能的并发症以及复发风险。对于因盆腔器官脱垂症状困扰而伴随焦虑、抑郁状态的

患者，建议增加心理状态评估，及早识别潜在问题，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和干预，使患者有合理手术

预期。

7  手术步骤和注意事项

7.1  阴道骶骨固定术手术步骤和注意事项

阴道骶骨固定术手术步骤和注意事项如下：

a）  建议首先行腹腔镜下骶前区域的分离，患者取头低臀高位左低右高位暴露右侧结肠旁间隙，

辨认右侧输尿管，在骶岬上1  cm纵行打开骶前腹膜，暴露骶前区域，取第1骶椎（S1）椎体

面无血管区作为缝合位点，沿右侧宫骶韧带内侧打开侧腹膜（或将网片穿行侧腹膜后方）至

阴道穹隆处；有子宫者可先行子宫切除术，或先行膀胱阴道间隙和直肠阴道间隙分离；

b）  经阴道或腹腔镜下分离膀胱阴道间隙和直肠阴道间隙，分离膀胱阴道间隙可达膀胱颈，如阴

道后壁重度膨出，直肠阴道间隙最低可分离至会阴体；阴道内应放置抬举穹隆的器械；根据

患者前盆腔和后盆腔缺陷程度决定膀胱阴道间隙和直肠阴道间隙分离的深度，并个体化裁剪

阴道端网片长度；

c）  宜选用大孔径、轻质、单股编织的聚丙烯网片；可使用成品套盒，也可单片合成网片裁剪为

前片和后片两部分，或将合成网片设计、剪裁成Y型；

d）  腹腔镜下将网片分排间断缝合固定于阴道前后壁纤维肌层上，可吸收缝线或不可吸收缝线均

可，不可吸收缝线缝合时不穿透阴道黏膜层；

e）  腹腔镜下骶前区网片缝合位点在S1前纵韧带，机器人腹腔镜也可缝合在S2前纵韧带，将阴道

顶端上抬举7  cm～8  cm高度，如阴道壁过长，可适当修剪；无张力展平阴道残端上方的骶前

区网片，用不可吸收缝线（建议用爱惜邦线或普理灵线）间断缝合固定网片在S1椎体面的骶

骨前纵韧带上，缝合深度应包含前纵韧带全层，一般需2针～3针；

f）  注意网片悬吊固定后阴道没有过多张力；

g）  可吸收线关闭侧腹膜，将网片包埋于腹膜后使之完全腹膜化；

h）  有指征时宜行其他附加手术，如阴道旁修补术、阴道后壁修补术、会阴体重建术、Burch手

术、尿道中段悬吊术等；抗尿失禁手术应在盆底重建手术完成后实施。

7.2  保留子宫或子宫颈的骶骨固定术手术步骤和注意事项

保留子宫或子宫颈的骶骨固定术手术步骤和注意事项与阴道骶骨固定术相似，特殊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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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打开子宫膀胱反折腹膜和子宫直肠窝腹膜，分离膀胱阴道间隙和直肠阴道间隙，双侧圆韧带

下方打孔，将网片缝合在宫骶韧带附着子宫颈处的子宫颈周围环后方，向前包绕宫颈缝合固

定；或采用经右侧圆韧带下方打孔，阴道前叶网片从前向后穿出，与后叶网片同时缝合固定

在骶前。

b）  展平膀胱阴道间隙和直肠阴道间隙网片材料，网片向下延伸达脱垂平面远端，其长度根据Ⅱ

水平脱垂状况而定，以覆盖所有Ⅱ水平缺陷。

8  网片并发症的预防及术后随访

8.1  网片及手术相关并发症

LSC手术植入合成网片可能导致一系列网片相关并发症，包括网片挛缩、暴露和侵蚀等，发生率

为2.7%左右（0%～9%），与随诊时间有关。网片并发症多发生在阴道，阴道顶端暴露的网片位置隐

蔽，需窥器及上下叶长拉钩显露后处理。罕见的网片并发症包括肠管、输尿管的网片侵蚀以及骶前脓

肿、骶骨炎、椎间盘炎等。

LSC手术特有的并发症如骶前出血（罕见），发生时可采用压迫、缝合、钛夹夹闭、电凝或骨蜡等

方法，必要时宜用无菌不锈钢止血钉止血。与本手术关系密切的解剖结构如右侧输尿管、乙状结肠和

直肠，手术中应注意辨识清楚输尿管走形并使其在操作区域的外侧方以避免损伤。

8.2  减少网片相关并发症的措施

包括术中注意精细操作，分离阴道黏膜不应过薄，避免不可吸收线穿透黏膜层，将网片完全腹膜

化，避免网片与肠管、输尿管过于贴近，以免发生术后网片侵蚀；严格无菌操作，抗生素预防感染，

充分止血，减少血肿及感染的发生；绝经后女性无局部雌激素应用禁忌证，可应用雌激素软膏减少网

片并发症。

8.3  随访时间、频次及内容

术后首次随访时间为手术后3个月，之后为术后1年、每年随访。随访内容包括脱垂症状改善评

估、POP-Q评分、妇科查体明确有无网片相关并发症（如网片暴露、侵蚀、疼痛等）。建议术后规律随

访至终生，及时发现和处理手术并发症。

9  医院及科室保障

9.1  医院保障

植入合成网片的腹腔镜骶骨固定手术为Ⅳ级复杂腔镜操作，完成该手术需要熟练的腹腔镜下组织

分离、缝合和打结技术，以及对盆底和骶前区解剖的深刻认识，手术难度大、操作时间长，建议所在

医院宜每年有一定数量的同类手术（≥10例）。

9.2  科室保障

开展手术的医生及科室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开展此手术的医师宜参加盆底重建手术的规范化培训，应有Ⅲ级及以上腹腔镜手术操作基础，

能熟练掌握腹腔镜下的缝合打结技术，且对盆腔解剖有充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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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手术医生所在科室需具备完善的患者管理机制，应严格把控手术指征；

c）  从入院、手术、护理、随访、并发症登记等各阶段对患者进行全方位的全程管理；

d）  对植入合并网片的患者应进行登记及长期随访，有助于对此类产品进行客观全面的风险评价，

保证植入合成网片LSC应用的受益大于风险；

e）  一旦发生网片相关的严重并发症应转诊至有资质的盆底专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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