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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目 的 探讨低分子肝素钙在肝硬化 门静脉 高压症术后 血栓形 成 甲．期 的预防作用 方法 收集 ２０ １ ４

年 ５ 月
一

２０ １ ５ 年 ５ 月 陕 西省人 民医院肝胆外科诊治的 门静脉高压症患 者 ８ ０ 例 ， 按照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 （
４０

例 ） 和对照组 （ ４０ 例 ＞２组 患者术后均迸行常规的抗感染 和保肝治疗 ， 在此基础 丨 ： 观察组在手术结束 １ｄ 后加用低分

子肝素钙进行治疗 。 观察 ２ 组患者治疗前后 血小板计数 、凝 血酶 原时间 （
ＰＴ ）

、活 化部分凝 血 活酶时间 （
ＡＰ ＩＴ

） 变化情

况 ， 治疗后 Ｈ静脉 Ｉｆ
ｌ

ｌ流量变化情况 ， 比较住 院期间 以 及治疗后 ２ 个月 门静脉 Ｉｆ ｌ ｌ ．柃 发十 ．率 以及不 良反应发 生率 。
结果

与治疗前比较 ， 治疗后 ２ 组患者血小板计数均升高 （
Ｐ＜ ０ ． ０５

） ，
ＰＴ

、
ＡＰＴＴ 水 甲

？米发生明 ？变化 （
Ｐ＞ ０ ． ０５

） ，观察组 门

静脉 主干流量和脾静脉流量均大于对照组 ［ （ １１ ２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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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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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差异均有统 ｉ ｜

？

学意 义 （
／

）

＜ ０ ． ０５
） ； 观察组在仵：院期间 以及治疗后 ２ 个月 门 静脉 血栓

发生 率均低于对照组 ［
５ ． 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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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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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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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肝硬化门 静脉副 Ｋ症术后应用低分子肝素钙 ４以对 血 枪的形 成进行有效 的预防 ，值得在临床 上应用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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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５Ｎｏ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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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硬化在临床上属于
一

种常见的慢性肝病 ， 由 于０ ．
４ｍ ｌ

，
批号 ２０ １４０４ １ ５

，
河北常山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

一种或者 多种原 因造成肝脏损害
［

１
］

。 随着人们生 活司 ）
〇 ．３ｍｌ 皮下注射 ，每隔 １ ２ｈ１ 次 ，连续用药 ２ 周 。

水平的不断提高 ，
其中病毒性肝炎肝硬化情况也呈现 １ ． ３ 观察指标 （

１ ）对患者治疗前后 的血小板计数 、

日 渐升高的水平。 对于此类患者临床上主要采用脾切凝血酶原时间 （ ｐｒｏ ｔｈｒｏｍ ｂ ｉｎｔ ｉｍｅ
，
ＰＴ

） 和活化部分凝血

除术 、脾切除术联合贲 门周 围血管离断术以及 脾切除活酶时间 （ ａｃｔ ｉ ｖａ ｔｅｄｐ
ａｒｔｉａｌｔｈｒｏｍｂｏｐ ｌａｓ ｔ ｉｎｔ ｉｍｅ

，
ＡＰＴＴ

）

术加分流术进行治疗
１ ２ ４ １

。 但是患者在进行脾切除术进行监测 。 （
２

） 在治疗 ２ 周后 ，使用 Ｐｈｉ
ｌ
ｉｐｓ ｉＥ３３ 彩色

后
，体内血小板水平会逐渐升高 、引 起纤 维蛋 白 的增多普勒超声仪对患者的门静脉主干流量和脾静脉流量

力Ｂ ，
血液动 力 学亦会受到影响 ， 由此可能引 发患者术后进行检测 ， 患者需空腹 １ ２ｈ

， 采取仰 卧位 ，
多普勒超声

出血 、静脉血栓形 成 ，
导致肠缺血性坏死的严重结果 。 探头和血管长轴形成 ＜ ６０ 度的 角 ，

测定 门静脉 、脾静

因此
，
在肝硬化患者术后预防血 栓的形成存：临床上有脉的直径 、最大血流速度和血流的方向 ， 同时对血流量

极其重要的意义
１

４
１

。 为此 ， 我们 在肝硬化 Ｎ静脉高压进行汁算 。 （
３

） 在 治疗后 通过彩色 多普勒 超 声或者

症患者进行手术后予以低分子肝素钙 ，效果良好 ，
现报ＣＴ 对患者是否有血栓形成进行检查 ，并且对患者进行

道如下。２ 个月 随访 ，观察出 院后血栓形成情况。

１ 资料与方法１ ． 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 ８
．
０ 软件包进行统计

１ ． １ 临床资料 ２０ １ ４ 年 ５ 月
一２０ １ ５ 年 ５ 月 陕 西省人处理 。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

＊±ｓ） 表示 ，
组间

民医院肝胆外科诊治门静脉高压症患者 ８０ 例 ，
纳人标比较采用 《 检验 ；

计数资料以率 （ ％） 表示 ，组间 比较采

准
［ ５ ］

： （
１ ）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确诊为门静脉 系统用 检验 ，等级资料的 比较采用秩和检验 。 Ｐ＜ ０ ． ０５

无血栓形成 ； （
２

） 有不同程度 的肝硬变和脾肿大 ； （ ３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中度或重度食管 胃 底静脉曲 张 。 排除标准 ：
（ １ ） 对药２ 结 果

物耐受性差 ； （
２

） 不能进行随访 ； （
３

）妊娠期患者 。 按２
．

１ 血小板计数变化 与治疗前比较 ，治疗后 ２ 组患

照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４０ 例 。 观察者血小板计数均呈升高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Ｐ＞

组 ： 男 ２６ 例 ，女 １ ４ 例
，年龄 ３４ ￣ ６８

（ ５０ ＿ ２ ± ３ ． ２
） 岁

；
病０ ． ０５ ） 。 见表 １ 。

程 ２￣１ ８
（
９ ．３± １

．
１

） 年 ； 其中 乙型肝炎后 肝硬变 ２ １

例 ，
丙型肝炎后肝硬变 １ ２ 例 ，

酒精性肝硬变 ７ 例 ；
肝功表 １

２ 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小板

能 Ｃ ｈ ｉ ｌｄ
－Ｐｕ

ｇ
ｈ 分级 ：

Ａ 级 ２９ 例 ，

Ｂ 级 １ １ 例 。 观察组 ：
计数变化比较 Ｕ ± ｓ

，

ｘ ｌ 〇ＶＬ
）



男 ２５ 例 ，女 １ ５ 例 ，年龄 ３３ ？ ６０
（
５０

．
３± ３ ． ２ ） 岁 ； 病程

ａ＾顺齡前


治疗后／
－

？

，＾‘ ？ 、 一—— ＿ｒ，ｆ十对照组４０４６ ． ０ ± １
２ ．

１ ２３９ ． ２ 
± ４２ ． ３２７ ． ７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１９

（
９

．３±１ ．
 １

 ） 年
；

乙 里 月干炎后 月干硬变 ２０ 例 ， 丙【观察组４０４５ ． ６ ± １ ２ ．２ ２３ １ ． ７ ±４ ３ ． ３２６ ． １ ６６０ ． ０００

肝炎后肝硬 变 丨４ 例 ，
酒精性肝硬 变 ６ 例 ；

肝 功 能＜ 值ａ １ ６２０ ． ７８ ７

Ｃｈ ｉ ｌｄ－Ｐｕｇｈ 分级 ：

Ａ 级 ７ 例
，

Ｂ 级 １ ３ 例 。 ２ 组患者
一般＾

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尸 ＞ 〇 ＿０５ ） ， 具有可 比

性。 本研究均已通过我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进行 ，
患者２ ． ２ 凝血功能比较 与治疗前比较 ，

２ 组患者治疗后

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ＰＴ
、
ＡＰＩＴ 水平均未发生 明显变化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 ． ２ 治疗方法 ２ 组患者根据病情选择不同 的手术 （
Ｐ ＞ 〇 ． 〇 ５ｈ 见表 ２ 。

方式进行治疗 ，在手术后均进行常规抗感染和保肝治２
＿３ 门静脉血流量比较 治疗前 ２ 组 门静脉主干流

疗 ，
不使用止血药物 ，在手术结束后当天使用低分子右量及脾静脉流量 比 较 ，

差 异 无 统计 学意 义 （
Ｐ＞

旋糖酐 （规格 ２５０ｍｌ ：１ ５
ｇ ，批号 ２０ １ ４０４２５

，
山东鲁抗辰〇 ？０５ ） ；治疗后 ，

观察组 门静脉 主干流量和脾静脉流量

欣药业有限公司 ）
５００ｍｌ 静脉滴 注 ，

１ 次／ｄ
；

观察组在均大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Ｐ＜ 〇 ． 〇５ ） 。 见

手术结束 １ｄ 后在此基础上加用 低分子肝素钙 （ 规格表 ３ 。

表 ２２

＇

组患者治疗前后凝血功能比较 （ ＊ ± ｓ
，

ｓ
）

ＰＴＡＰ ＴＴ

组 別例数 ／ 值 Ｚ
５ 值ｆ 值Ｐ值

１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４０ １ ２ ． ３ ±２ ． ５１ ３ ． ５± ２． ８２ ． ０６００ ． ０４３３ ６ ． ９ ± ６ ． ２３７ ． １± ５ ． ７０ ． １ ３６０ ８ ９２

̄

观察组４０
１
２ ． ３± ２ ． ５


１ ３ ． ０ ± ２ ． ６


１ ． ２４７


０ ． ２ １６


３７ ． ２ ± ５ ． ８


３ ６ ． ９± ５ ． ８


０ ．

２ ５４


０ ． ８００

ＴＢ０ ． １〇８０ ． ７４６０ ． １
９５０ ． １ ９５

Ｐ
值


０ ． ９ １ ５


０ ．４ ５８


０， ８４６


０ ． ８４６




■

６００ ？疑难病 ｊｆｅ志 ２０ １ ６年６／ ｊ 第１ ５卷第６期Ｃｈ ｉ ｎ ＪＤ ｉ ｌ Ｔ ｉｏ ａｎ ｄＣｏｍ ｐ ｌＣ ａｓ
，
Ｊｕ ｎ ｐ２０ １ ６

，
Ｖ ｏ

ｌ ．１ ５Ｎｏ ．

６

表 ３２ 组患者治疗前后门静脉血流
＿

ｆｔ 比较 （
ｘ ±

，
ｍｌ／ ｍ ｉ ｎ

）

组 別例数


：广，
卫静脉針

沁杆〒


 ， 值＂ 衍７

＾７７７７．
一

＂

￣



， 值 ．

Ｐ 值


治疗时


治打Ｐ


＇

ｄｒｕ ｍ


治＂ ｉｎ
，



对照组４０７７５ ． ６ ± １０７ ． ８９９４ ． ３± ２ ３ １ ． ８ ５ ． ４ １００ ． ０００９６ ． ５ ± ２３ ． ９ １ ２７ ． ４ ± ３６ ． ８４ ． ４４３０ ． ０００

观察组４０７８ １
． ３± １０４ ． ６

１１ ２ １ ． １± ３
１ ４ ． ２


６ ． ４９０


０ ． ０００


９４ ． １ ± ２４ ． ６


２ ８ １ ． Ｉ ± ７３ ＋ ２


１ ５ ． ３ ０６


０ ． ０００

ｔ

＾０ ． ２３ ７２ ． ０５ ４０ ． ４４２Ｉ Ｉ ．８６２

Ｐ ｊＨ ．



０
． ８ １ ３


０
．

０４３


０
． ６６０


Ｏ ． ＱＱＱ


２ ． ４ 门静脉血栓发生率 比较 观察组在住 院期 间 以性进行抑制 ，在初始的凝血过程中 ，低分子肝素钙发挥

及治疗后 ２ 个月 门静脉血栓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 ，
差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 ，并且可以 对血管内皮细胞中所释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Ｐ＜ ０ ． ０５ ） 〇 见表 ４ 。放的纤溶酶原活化剂进行刺激 ， 以此促进纤溶系统的

活性 。 此次我们在肝硬化门 静脉高压症患者术后应用

表 ４２ 组患者门静脉血栓发生率 比较 ［ 例 （ ％ ）
］了低分子肝素钙 ，用以预防血栓形成 。

ｆｆｌ？ｆｔ院期 丨旬治疗后 ２ 个月 Ｆｆ门静脉血栓的形成原因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Ｚ＾
｛
Ｔｓ＾⑴ 患者在进行脾切除术后引 起血小板数量 的增加 ，

＾＾功能出现异常 ， 导致血流动力出现紊乱 ； （
２ ） 在肝硬化

—
—

——

患者 中 ，肝脏合成蛋 内质 的能力 和抗凝血酶功能较为

低下 ，
血液在患者体 内常处于高凝状态 ；

（ ３ ） 手术前后
２ ． ５ 不 良反应发生率 比较 酿组有 １ 例患者在

＇

注
过多的肓 目使用促进血小板凝聚以及促进血栓形成之

射部位有鎌麵龍触 ，

１ 触制现隨雜
麵止錢物 ；⑷ 脾罐术辟有—細脾静脉残

出 ］＆ ，—停药后》＿？解 ； 者
留 ，
导致血流减缓 患者又处于高凝状态 ，

此时容易形
反应发生 ，

２ 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Ｐ＞ ０ ． ０５

） 。

成血栓 ； （
５

）
手术过程 中操作粗暴 ， 对脾静脉内膜以及

３＾＾脾静脉造成损伤 ，使得其间的胶原纤维出现暴露 ， 促进

门静脉血栓是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术后
一种常见了凝血系统的激活 ，

形成血栓
１

１ ７ －

１ ９
１

。 本研究通过对患
的并发症 ，患者如果不能进行及时有效 的治 很容易 者使用低分子肝素钙后 ，患者在治疗期 间 以及治疗后

造成十分严重的不 良 后果 。 有大量研究显 示 ， 患者
一

２ 个月 出现血栓的情况都较少 ， 并且增 大了静脉主干

旦形成血栓 ，则会减少肝脏的血液灌注 ，使得肝脏功能 流量和脾静脉的流量 ，治疗效 果优异 。 在我们对患者

受到进
一

步的损害 ，严重的还可能导致肝功能衰竭 ， 门 进行的随访中发现 ，治疗 ２ 个月 后使用低分子肝素钙

静脉血流回流受到阻碍时 ，会升高门静脉系统的压力 ， 的患者发生门静脉血栓者较少 ，
证 明 了使用低分子肝

出现难治性腹水 ，若情况严重还会 出现食管 胃 底曲 张 素钙可以使手术后静脉血栓的发生率降低 ，效果显著 。

静脉发生破裂出血 ， 并且 门静脉血栓还会导致 小肠 出 在治疗中 我们在术后还对患者常规使用右旋糖酐 ，该

现淤血性坏死的情况 ，有着极高的病死率 以往在 药物在临床上具有稀释血液 、保护血管内膜 、
减少血黏

临床上对此类患者手术后所使用的抗凝 、
祛聚药物主 度等作用 ，

也可 以 对血栓的形 成进行预防 ， 在抗凝 、改

要包括阿司匹林 、
华法林以及肝素等

［

８？
。 但是由 于肝 善微循环上也有

一

定的作用 。 该药物配合低分子肝素

硬化患者凝血机制有不 同程度 的损伤 ， 患者术后或许钙共同使用可以使疗效更佳 。 但在我们的研究中 患者

会出现不同的创面出血 以及消化道 出血 的情况 ，若早出现了少量 的注射部位出 血 以及注射部位瘀斑的情

期应用药物可能会形成大出血的风险 。
一般临床上是况

，究其原因可能是 由于注射时操作不当所造成 。 我

对此类患者术后血小板水平的监测 ，
其水平升高到一 们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时应对这些情况进行密切 的观

定程度时才会使用此类药物 ，但由 于使用的时间较晚 ， 察 ，使用科学的注射方式和按压技巧 ，建议注射方法使

导致了起效慢 、作用时间长等
ｎｗ ｎ

。 低分子肝素钙属用垂直皱褶法 ，指用拇指和食指捏起患者腹壁 的皮肤

于一种抗凝药物 ，广泛应用于预防和治疗血栓栓塞性并形成褶皱 ，在褶皱的最高点进行垂直型用针 ， 进针长

疾病之中 ，患者通过皮下注射 ，药物起效快 ， 并且可以度保持在 １ｃｍ 左右 ，药物注射完毕后使针头停留 ３̄

持续发挥其抗凝作用 ，患者可以进行长时间的连续使５Ｓ 之后再次垂直性拔针 ，
并用棉签进行 ３ｍｉｎ 左右的

用
ｎ ２＃

。 并且低分子肝素钙的使用方式十分方便 ，
使按压进行止血 ，这种方式可 以减少患者注射 出血 以及

用过程中不需要对凝血指标进行检测 ， 不会造成较多注射后形成齡斑的情况 ，
以保证患者的用药安全性 。

的 出血情况
１

１ ４ １ ６
１

。 其作用机制是对凝血 因子 Ｘａ 的活进行手术时应当小心谨慎 ，
避免粗暴 ，在使用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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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肝素钙时 ，应严格控制药物的剂量 ，
科学地选择注射［

９
］
郭易娟 ，梅浙川 ． 预防性抗凝治疗在肝硬化临床治疗中 的应用研

部位 ， 对药物使用时的不 良反应进行密切观察 ，并且在

患者术后对其进行积极 的护理 ， 在饮食上进行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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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在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术后早期进行
［

１ 丨

］
许永庆 ，赵刚 ， 戴朝六 ， 等 ． 早期应用低分子肝素钙预防断流术后

低分子肝素钙 的应用可以对血栓的形成进行有效的预门静脉血 栓形成 的 临 床观察 ［
Ｊ

］
． 实用 药物 与 临 床 ，

２〇
丨
３

，  １ ６

防 ，值得在临床上应用推广 。（
６ ＞ ： ４７６４７８ ＿

［
１２

］ 梅斌 ，刘飞龙 ，陈孝平 ，等 ． 低分子肝素早期使用 预防断流术 后 门

郑伟 ： 设计研究方案 ，实施研究过程 ，
论文撰写 ； 张智 ：提出

＃ ）？＾ｍ＾＾ ［ Ｊ ］
． ＾＾ ３ｔ＾ｈ ｆ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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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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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４６７

－

１ ４６８ ．

＠［
１ ３

］
余冬云 ？ 低分珊素賴随麵术后下雌雜雌形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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