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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观察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动静脉内瘘血栓形成行非手术再通法的疗效$方法
!

采用栓塞血管局部加

压按摩%尿激酶溶栓%皮下低分子肝素注射并辅以远红外线照射等综合的非手术再通法$治疗前做好患者的评估#做好穿

刺部位及穿刺针的选择#溶栓治疗后密切观察并发症并予相应的护理#远红外线照射治疗时注意距离并避免皮肤被遮挡$

结果
!

#'

例内瘘血栓形成患者经过非手术再通治疗后#

2&

例治疗成功#

(

例治疗失败$结论
!

非手术再通法治疗内瘘血

栓形成创伤小%并发症少%再通率高$

关键词&内瘘'血栓形成'溶栓'再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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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是肾功能衰竭患者主要的肾脏替代

治疗方法之一$血管通路是尿毒症患者接受血液

透析的先决条件#是透析患者的生命线#自体动静

脉内瘘因其方便%安全%使用寿命长%并发症少等

优点而成为最主要的血管通路)

!

*

$自体动静脉内

瘘的通畅与否是延长患者生命和提高生存质量的

基本保证$美国肾脏基金会的一项统计数据显

示#因为血管通路并发症而住院治疗的患者占维

持性血液透析总住院患者的
&*Q

#其主要的并发

症为血栓形成)

&

*

$原位取栓再次成形术不仅手术

难度大#而且增加了患者的痛苦和经济负担#且手

术后血栓再次形成达
!"%&Q

)

)

*

$非手术再通法为

局部加压按摩%尿激酶溶栓%皮下低分子肝素注射

并辅以远红外线照射和一些对症处理等综合治

疗$

&'!2

年
2

月至
&'!(

年
&

月#本院收治
#'

例

自体动静脉内瘘血栓形成的患者#采用非手术再

通法治疗#效果良好$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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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纳入标准&自体内瘘血栓闭塞来

本院就诊的患者#年龄
#

!(

岁#认知能力正常'了

解本研究的意义并自愿参加#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患者存在脑出血%消化道出血等活动性

出血#凝血功能异常#有严重心力衰竭%感染等并

发症未得到控制$符合上述标准的患者
#'

例#男

N'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N%!N[

!N%'2

"岁#其中大于
2'

岁的高龄患者
&&

例'原发

病为高血压肾病
&'

例#糖尿病肾病
&'

例#肾小球

肾炎
&N

例#其他
2

例'上臂内瘘
!N

例#前臂内瘘

*2

例'透析龄
N

个月
!

!(

年#平均透析龄!

*%"[

N

"年'血栓形成导致内瘘闭塞时间
!

!

#';

#平均

!

!(%2#[!"%*

"

;

#其中小于
2;!*

例#

2

!

&N;

))

例#大于
&N;&&

例'内瘘吻合口存在血栓

))

例'所有患者均有疼痛感#

)

例有肿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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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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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栓前评估
!

溶栓前进行规范的评估#了

解动静脉内瘘闭塞的程度%血管情况#检测血常

规#观察患者的一般状态%生命体征#根据评估结

果#溶栓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处理方法$患者的评

估情况及处理方法见表
!

$

表
M

!

患者的评估结果及处理方法

评 估 结 果 例数 处 理 方 法

\

超示内瘘血管狭窄
NN

溶栓成功后需球囊扩张

血管完全堵塞
&#

双道溶栓
O

低分子肝素

血管管腔内有血流
N)

单道溶栓
O

低分子肝素

生物阻抗监测体内水分

"

'%(

)'

调整干体重

血红蛋白
#

!!'

?

(

Y )N

调整干体重及促红素

剂量

容量性低血压
!'

补充血容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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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栓方法
!

首先用多磺酸粘多糖药膏在

内瘘血管处加压按摩$然后选择穿刺部位和穿刺

针!

*

号头皮针"$单道溶栓&用头皮针在血栓形

成处前方!输入端"

!

!

&>C

向血栓方向穿刺#微泵

泵入
'%"Q

氯化钠溶液
&'C-O

尿激酶
&'

万
c

#每

小时
)

!

*

万
c

'双道溶栓&用头皮针在血栓形成处

前方!输入端"

!

!

&>C

向血栓方向穿刺和在输出

端向血栓方向穿刺#双道微泵分别泵入
'%"Q

氯化

钠溶液
&'C-O

尿激酶
!'

万
c

#每小时
)

!

*

万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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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栓的总剂量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设定#一般每

天不超过
2'

万
c

$治疗结束前
)'C/5

给予低分

子肝素
N'''c

皮下注射$次日再次评估患者#根

据患者情况决定是否再次治疗$

!%&%)

!

远红外线治疗仪照射
!

溶栓过程中配合

辅以远红外线治疗仪照射$溶栓穿刺成功后#将

远红外线治疗仪照射内瘘侧手臂#每天使用
!

!

)

次#每次
N'C/5

#照射部位与治疗仪距离至少

&'>C

$因远红外线对各种物质的穿透力低#在使

用时避免衣物%棉被等遮挡#以免影响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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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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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例患者中
2&

例!

((%*#Q

"溶栓成功#患者

内瘘有搏动#触诊震颤恢复#听诊血管杂音恢复#

血管血流量恢复正常#彩色多普勒超声可见内瘘

有连续的血流通过'

(

例!

!!%N)Q

"溶栓治疗失败#

其中
&

例因忍受不了溶栓时疼痛而终止治疗#

&

例

因内瘘血管穿刺血肿并伴有明显狭窄而失败#

N

例

因内瘘血管有明显狭窄而无法溶通$

#'

例患者共

进行
"#

例次治疗#经过非手术再通治疗后均未出

现自发性出血%肺栓塞等严重的并发症$患者的

溶栓治疗情况及结果见表
&

$

表
F

!

患者的溶栓治疗情况及结果

溶栓治疗情况 病例数 成功例数

溶栓方式

!

单道溶栓
O

低分子肝素
N) N'

!

双道溶栓
O

低分子肝素
&# &&

尿激酶剂量

!

&'

万
c

(单次
)! &"

!

)'

万
c

(单次
2 N

!

N'

万
c

(单次
&2 &N

!

2'

万
c

(单次
# *

治疗时间

!

治疗
!1 *& N2

!

治疗
&1 !& !'

!

治疗
)1 N N

!

治疗
N1 ! !

!

治疗
*1 !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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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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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动静脉内瘘血栓形成是内瘘失败的主要原因

之一#直接影响透析患者的生存$文献报道#局部

应用尿激酶溶栓治疗动静脉内瘘血栓#其成功率

为
)'Q

!

#'Q

)

N

*

$虽然手术取栓成功率也很高#

但是因其价格昂贵#且手术治疗增加患者的痛

苦)

)

*

$本研究采取局部加压按摩%尿激酶溶栓%皮

下低分子肝素注射并辅以远红外线照射的非手术

再通法#溶栓治疗前做好内瘘闭塞程度%局部症状

体征%血管情况等的评估#及时纠正低血压'溶栓

时做好穿刺部位及穿刺针的选择#根据内瘘堵塞

程度#选择单道溶栓#穿刺部位为内瘘血管血栓形

成的前端有搏动处!内瘘血管的输入端"#或双道

溶栓#除了在血栓前端穿刺外又在血栓的后端离

心方向再穿刺#使药物有效遍布整条动静脉内瘘

血管#局限了药物的扩散#保证了局部药物浓度'

溶栓时辅以远红外线照射#远红外线照射是通过

热效应和非热效应两方面来改善自体动静脉血流

量和畅通率)

*

*

#远红外线理疗的热效应能够扩张血

管#增加内瘘流量#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除

了热效应外#远红外线理疗的非热效应能促进血

管内膜修复功能$自发性出血%肺栓塞是溶栓期

的主要并发症)

2$#

*

#溶栓后观察患者有无出血倾向

及肺栓塞的临床症状$研究结果显示#采用非手

术内瘘再通法再通率达
((%*#Q

#且未出现严重的

并发症$提示一旦内瘘血栓形成#可采取非手术

再通治疗方式#具有操作简单方便#效果好%创伤

小%再通率高%并发症少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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