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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抗凝药物对妇科肿瘤术后深静脉血栓预防的作用

曾丹　华金仁　安云婷

【摘要】　目的　研究分析妇科肿瘤手术后应用不同抗凝药物对深静脉血栓的预防作用。方法　80 例

妇科肿瘤手术患者 , 根据随机分组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 每组 40 例。所有患者均在腹腔镜下进行子

宫切除手术 , 对照组患者给予利伐沙班抗凝治疗 , 观察组患者给予低分子肝素依诺肝素钠抗凝治疗。比

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指标 ( 纤维蛋白原及 D- 二聚体水平 ) 和下肢血栓指标 ( 下肢血流时间和下肢

周径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D- 二聚体和纤维蛋白原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治疗后

观察组 D- 二聚体 (0.21±0.08)mg/L 和纤维蛋白原 (2.63±0.71)g/L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0.25±0.09)mg/L、

(3.04±0.83)g/L,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的下肢血流时间和下肢周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P>0.05) ；治疗后观察组的下肢血流时间短于对照组 , 下肢周径大于对照组 , 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P<0.05)。结论　妇科肿瘤术后患者应用低分子肝素与利伐沙班比较 , 前者抗下肢静脉血栓预防

效果更加 , 可广泛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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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妇科疾病中妇科肿瘤的发病率在不断上升 , 随着社会

老龄化进程地不断加快 , 有一半的女性会受到妇科肿瘤的侵

袭 , 而恶性肿瘤在妇科中的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和肺癌［1］。

临床中较为常见的恶性肿瘤包括卵巢癌、子宫内膜癌及宫颈

癌 , 随着发病年龄趋于年轻化 , 妇科恶性肿瘤越来越受到医

学界的重视［2］。深静脉血栓为患者进行肿瘤手术治疗后较为

常见的并发症 , 由于肿瘤患者采用膀胱截石位进行手术 , 在

气腹建立过程中会发生盆腔血管受压情况 , 容易在术后引发

患者下肢静脉回流不畅 , 增加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风险。

下肢深静脉血栓不但会影响患者术后恢复 , 还会影响患者生

活质量［3］。在妇科肿瘤术后给予患者抗凝治疗显得尤为重要 , 

本次研究分析在妇科肿瘤术后采用不同抗凝药物对预防深静

脉血栓的临床效果 ,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 2016 年 1 月 ~2018 年 1 月收治的

妇科肿瘤手术患者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 , 根据随机分组法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 每组 40 例。入选条件 ：所有患者先进

行影像学及病理组织检查 , 检查结果确诊为妇科肿瘤 , 排除

存在高凝血状态患者 , 患者无肝肾功能异常、血小板聚集异

常 , 患者无抗凝药物过敏史 , 并排除血栓性疾病 , 患者自愿

参与本次治疗签订知情同意书。对照组患者年龄 43~72 岁 , 

平均年龄 (49.8±7.6) 岁 ；肿瘤分型 ：子宫内膜癌 10 例、宫

颈癌 15 例、子宫肌瘤 15 例。观察组患者年龄 41~70 岁 , 平

均年龄 (48.6±7.8) 岁 ；肿瘤分型 ：子宫内膜癌 9 例、宫颈癌

13 例、子宫肌瘤 18 例。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 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在腹腔镜下进行子宫切除手术 , 

采用气管插管进行全身麻醉 ( 全麻 ), 患者以膀胱结石为棘手

手术 , 建立二氧化碳气腹 , 将腹腔镜置入对腹腔进行探查 , 

分离子宫周围腹膜组织 , 并将宫颈间隙与直肠间隙进行分离 , 

取出子宫标本 , 对切口进行逐层缝合 , 手术完毕。对照组患

者给予利伐沙班抗凝治疗 , 在术后 12 h 口服 10 mg, 1 次 /d, 

连续服药 14 d。观察组患者给予低分子肝素依诺肝素钠抗凝

治疗 , 在术后 12 h 皮下注射 4000 IU, 1 次 /d, 连续给药 14 d。

1. 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指标 ( 纤维蛋

白原及 D- 二聚体水平 ) 和下肢血栓指标 ( 下肢血流时间和

下肢周径 )。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3.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

理。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 x-±s) 表示 , 采用 t 检验 ；计

数资料以率 (%) 表示 , 采用 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两组患者血清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D- 二聚体

和纤维蛋白原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治疗后观

察组 D- 二聚体 (0.21±0.08)mg/L 和纤维蛋白原 (2.63±0.71)g/L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0.25±0.09)mg/L、(3.04±0.83)g/L, 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2. 2　两组患者下肢血栓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下肢

血流时间和下肢周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治疗

后观察组的下肢血流时间短于对照组 , 下肢周径大于对照组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血清指标比较 ( x-±s)

组别 例数
D- 二聚体 (mg/L) 纤维蛋白原 (g/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0 0.58±0.14 0.25±0.09 2.45±0.74 3.04±0.83
观察组 40 0.56±0.12  0.21±0.08a 2.50±0.73  2.63±0.71a

注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 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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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妇科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不断上升 , 有相关报道显示［4］, 

在世界范围内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在 50% 以上。对恶性肿

瘤患者进行早期诊断和治疗是提高临床疗效的重要手段。妇

科恶性肿瘤患者因在手术过程中静脉血管受损 , 导致血流始

终处于高凝血情况 , 使下肢静脉血流速度降低 , 从而增加发

生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风险。下肢静脉血栓直接影响患者术后

恢复 , 还会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 在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术后预

防下肢静脉血栓是十分重要的［5-7］。

深静脉血栓的形成与静脉壁受损有直接关系 , 再加上老

年患者血液高凝状态及血流缓慢会增加发生血栓的风险。妇

科恶性肿瘤患者的手术时间较长 , 并且会采用全麻和建立人

工气腹。在麻醉后会增加周围血管扩张 , 导致血流发生 滞 , 

并且术后患者多会卧床休息 , 下肢运动量降低 , 使下肢肌肉

处于放松状态 , 使下肢血流速度明显减慢 , 同样也增加了血

栓形成的风险。少数患者经阴道手术 , 因患者采用膀胱截石

位接受治疗 , 也会导致下肢静脉受压 , 发生回流静脉血不畅

的情况 , 容易引发血栓的形成。因患者在术后机体会发生应

激反应 , 出现血液高凝状态来应对术中出血情况发生 , 会使

血清中的血小板数量增加 , 从而提高凝血因子的含量 , 导致

抗凝因子活性减少 , 也会引发血栓的形成。

临床上应用的抗凝药物多种多样 , 本次研究的两组患

者分别给予利伐沙班和低分子肝素进行术后抗凝治疗。低

分子肝素的抗凝活性已经被学术界所认可 , 其属于肝素的

裂解片段 , 再经过蒸馏工艺提纯而得来。在抗凝过程中具

有选择型 , 可有效降低抗血栓的作用。本次研究结果 , 治疗

前两组患者的 D- 二聚体和纤维蛋白原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P>0.05) ；治疗后观察组 D- 二聚体 (0.21±0.08)mg/L

和纤维蛋白原 (2.63±0.71)g/L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0.25±

0.09)mg/L、(3.04±0.83)g/L,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

疗前两组患者的下肢血流时间和下肢周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P>0.05) ；治疗后观察组的下肢血流时间短于对照组 , 

下肢周径大于对照组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低分

子肝素的安全性较高 , 并且有效保持抗血栓作用 , 低分子肝

素在进入人体后可有效促进组织纤维蛋白溶解物的释放 , 从

而发挥溶解纤维蛋白的作用 , 并且对血管内皮起到保护作用。

综上所述 , 妇科肿瘤术后患者应用低分子肝素与利伐沙

班比较 , 前者抗下肢静脉血栓预防效果更加 , 可广泛应用于

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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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下肢血栓指标比较 ( x-±s)

组别 例数
下肢血流时间 (min) 下肢周径 (cm)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0 1.12±0.22 0.93±0.16 19.52±2.30 20.34±3.55
观察组 40 1.10±0.18  0.77±0.09a 19.85±2.55  22.86±3.84a

注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 aP<0.05

炔雌醇环丙孕酮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伴不孕患者的
临床疗效观察

钱秀艳

【摘要】　目的　观察多囊卵巢综合征 (PCOS) 伴不孕患者采用炔雌醇环丙孕酮的治疗效果。方法　52 例

多囊卵巢综合征伴不孕患者 , 根据入院先后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 每组 26 例。对照组采用克罗米

芬治疗 ,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炔雌醇环丙孕酮。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

为 96.16%, 高于对照组的 73.08%,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对多囊卵巢综合征伴不孕患者采

用炔雌醇环丙孕酮能改善患者不孕症状 , 临床疗效显著 , 可在临床上进行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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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囊卵巢综合征 (polycystic ovarian syndrome, PCOS) 是达到

生育年龄女性的一种常见分泌、代谢异常疾病 , 主要导致患

者排卵功能紊乱、高雄激素血症 , 患病期间患者主要表现为

不孕、月经不规律、多毛等［1］。为了克服排卵障碍 , 临床会

使用克罗米芬进行治疗 ；为了进一步调节患者月经周期紊乱 , 

还可以给予患者炔雌醇环丙孕酮 , 现将研究结果汇报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