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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討論

使用迷你C-arm透視型X光機
(C-arm fluoroscopy X-ray)

成功定位並且移除病患誤食縫衣針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胃腸及一般外科 王照元醫師

簡介：

吞食異物很常見的外科急

症，但是吞食多支的縫衣針則

很少遇到。吞入的異物若能通

過食道，大多可自行順利通過

整個消化道，對於這些患者可

以用保守療法治療。當病患無

任何腹痛或腹膜炎等臨床症狀

時，只給于臨床理學檢查與腹

部X光攝影追蹤到病患排出吞

入之異物為止。但有時若尖銳

物質未被取出，則會併發腸胃

道穿孔或其他合併症的可能，

因此此時就需要外科治療的介

入。手術前的腹部X光攝影定

位異物之所在位置對於外科醫

師是相當重要的術前工作。然

而，當被嚥下的縫衣針散在整

個消化道中且因為太細或太短

無法用手觸摸出來時，手術中就很困

難將其取出。若有金屬探測器則將

有助於快速且正確地找出金屬異物，

然而並非每一家醫療機構皆有此項裝

備。在此，吾人等報告了一個精神病

患吞食了六根縫衣針。在這六根縫衣

圖一、腹部X光攝影發現有八個細金屬異物散佈在  
      整個腹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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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中，一根完

整的針卡在咽

喉中、一根完

整的針刺進胃

裡、一根完整

的針刺進十二

指腸、一根完

整的針刺進盲

腸，另外有一

根斷成二截、

另一根斷成三

截，而這三截

斷片則都散佈

在結腸中。在

咽喉裡的那根

縫衣針以咽喉鏡取出。後續，我們在

手術中以迷你C-arm fluoroscopy定位其

餘的縫衣針，並且成功地取出。

病例報告：

一位67歲男性精神病患因發燒且

合併左側肢體無力住入本院神經科，

過去病史為長期便秘患者。病患住院

後經電腦斷層攝影檢查發現並無腦血

管中風情形，且病人左側肢體無力逐

漸好轉。然而住院期間的胸部X光攝

影發現病人喉頭部有一個細長金屬

物，而經鼻喉科醫師使用喉頭鏡將金

屬物取出發現是一根縫衣針，經詢問

病患最近並無吞下縫衣針情形。病患

翌日因為呼吸困難而接受氣管插管治

療，而同時在例行性腹部X光攝影發

現有八個細金屬異物散佈在整個腹腔(

圖一)。立即建議病患採取禁食、補充

輸液治療與抗生素投與，然而兩天後

病患因為轉變成急性腹膜炎而必須採

取緊急剖腹探查手術。手術中吾人比

對腹部X光攝影卻只能找到一根長縫

衣針刺穿胃壁，其餘七根縫衣針或斷

片則因為腸道充滿腸液與糞便而無法

順利找到。手術中吾人只好藉助C-arm

透視型X光機的輔助下，利用縫衣針

為radio-opaque特性，分別在病人之

十二指腸、盲腸、橫結腸與乙狀結腸

處找到其餘的七根縫衣針或斷片成功

將其取出(圖二)，病人手術後恢復良

好並且順利出院。

討論：

圖二、手術中使用迷你C-arm透視型X光機定位出位於盲腸之縫衣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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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中尋找誤食之異物對於外

科醫師是ㄧ大挑戰，尤其是因為太小

或是形狀的因素而導致手術中觸摸不

易，或是當異物散佈在整個腸胃道中

精確地定位是相當困難的。雖然使用

金屬探測器應該可以輕易地找出誤食

之金屬異物，然而對於缺乏此項裝備

的醫療機構，使用迷你C-arm透視型

X光機是另一項替代性的選擇。迷你

C-arm透視型X光機操作簡便，影像在

術中可以立即得到，而且大多數醫院

有此項設備，對於腹腔內一些冗長的

器官如小腸、升結腸、橫結腸、降結

腸與乙狀結腸最為有用。此外，迷你

C-arm透視型X光機產生之放射線暴露

量計量約只有傳統標準型C-arm透視型

X光機的十分之ㄧ。使用此項設備可

以避免在未能精準定位誤食之異物時

而施行不必要的消化道探查，間接也

避免了合併症的發生。迷你C-arm透視

型X光機可以偵測出金屬、碎石與玻

璃，但無法偵測出木頭或塑膠。此外

對於一些只能輕微移動之十二指腸或

直腸則可能較不易成功，但在本篇報

告中吾人還是利用迷你C-arm透視型

X光機找到一根位在十二指腸之縫衣

針。本篇報告為目前Medline文獻查詢

為全球第二位病例，在2009年土耳其

也發表一位女性精神病患因為誤食針

後，使用迷你C-arm透視型X光機正確

定位的病例報告。

雖然至今只有三例誤食金屬物以

迷你C-arm透視型X光機正確定位所在

位置的病例報告，迷你C-arm透視型X

光機是除了金屬探測器或標準型C-arm

透視型X光機外，另一種選擇確診方

式，然而更大型進一步臨床試驗仍需

要來確認其合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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