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张昌列（１９６９－），主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血管介入方向研究。

论著·临床研究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５．０２．０２１

瑞替普酶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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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探讨下肢深静脉血栓（ＤＶＴ）的有效治疗方法。方法　对该院６０例下肢ＤＶＴ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３２例予

瑞替普酶溶栓治疗（瑞替普酶溶栓组），与随机选取同期予重组链激酶溶栓治疗２８例（重组链激酶溶栓组）作对比。治疗期间观察

患肢变化和有无不良反应，对疗效进行评价。结果　两组患者临床全部达到有效，愈显率相比瑞替普酶溶栓组高于重组链激溶栓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不良反应比较，瑞替普酶溶栓组低于重组链激溶栓组，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随访期间两组均未见复发病例。结论　瑞替普酶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是有效的、安全的。

关键词：静脉血栓形成；下肢；栓塞，治疗性；瑞替普酶；重组链激酶

中图分类号：Ｒ６５４．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５）０２０２０７０２

犚犲狋犲狆犾犪狊犲狋犺狉狅犿犫狅犾狔狋犻犮狋犺犲狉犪狆狔狅狀狋犺犲犾狅狑犲狉犲狓狋狉犲犿犻狋狔犱犲犲狆狏犲狀狅狌狊狋犺狉狅犿犫狅狊犻狊

犣犺犪狀犵犆犺犪狀犵犾犻犲，犛狅狀犵犣犺犻犺狅狀犵

（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犞犪狊犮狌犾犪狉犛狌狉犵犲狉狔，狋犺犲犔犻狀狔犻犘犲狅狆犾犲′狊犎狅狊狆犻狋犪犾犃犳犳犻犾犻犪狋犲犱狋狅犛犺犪狀犱狅狀犵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犔犻狀犢犻，犛犺犪狀犱狅狀犵２７６０００，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ｄｅｅｐｖｅｎｏｕｓ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犕犲狋犺狅犱狊　Ｓｉｘｔ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ｄｅｅｐｖｅｎｏｕｓ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ｉｒｔｙｔｗｏ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ｒｅｔｅｐｌａｓｅ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ａｎｄ２８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ｓｔｒｅｐｔｏｋｉｎａｓｅ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ｖａｒｉｏｕｓ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犚犲狊狌犾狋狊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ａｌ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ｒｅａ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ｒｅｔｅｐｌａｓｅ

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ｓｔｒｅｐｔｏｋｉｎａｓｅｇｒｏｕｐ（犘＜０．０５）．Ｔｈ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ａｔｅｏｆｒｅｔｅｐｌａｓ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ｒｅｃｏｍｂｉ

ｎａｎｔｓｔｒｅｐｔｏｋｉｎａｓｅｇｒｏｕｐ，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犘＞０．０５）．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ａｓ

ｎｏｒ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ｉｎａｌｌ６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Ｒｅｔｅｐｌａｓｅｔｈｒｏｍｂｏｌｙｔ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ｄｅｅｐｖｅｎｏｕｓ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ｉｓ

ｓａｆ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ｖｅｎｏｕｓ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ｌｏｗｅｒ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ｒｅｔｅｐｌａｓｅ；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ｓｔｒｅｐｔｏｋｉｎａｓｅ．

　　重组链激酶在下肢深静脉血栓（ＤＶＴ）的治疗中得到广泛

的应用，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有出血等较多并发症出现［１２］，

而瑞替普酶在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治疗报道少。本研究采用回

顾性方法，旨在探讨下肢ＤＶＴ的有效治疗方法。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１．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分析本院２００７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１

月间采用止血带阻断患肢踝部浅静脉，从患肢足背静脉输入瑞

替普酶或重组链激酶治疗下肢ＤＶＴ患者６０例，其中男３５例，

女２５例。年龄２１～８３岁，平均（４８．２±１．６）岁，病程２～１４ｄ，

病程小于或等于７ｄ的４１例，大于病程７ｄ的１９例。病变血

管累及左下肢４６例，右下肢１２例，双下肢２例，共６２条肢体。

下肢ＤＶＴ类型：周围型１９例，中央型２３例，混合型１８例；可

查找到致病原因的占１８．３％（１１／６０），其中恶性肿瘤患者２

例，产后４例和外伤５例；无明显诱因占８１．７％（４９／６０）。

１．１．２　临床表现和诊断　所有患者均有患肢明显肿胀疼痛、

浅静脉扩张、皮温高、沿股静脉压痛、腓肠肌压痛表现。既往有

大隐静脉曲张者出现局部团块硬结，部分患者有酸胀、腹股沟

区疼痛及压痛表现，患肢髌骨上缘以上１５．０ｃｍ处周径比健侧

长３．０～１０．０ｃｍ，平均６．８ｃｍ，髌骨下端以远１５．０ｃｍ处周径

比健侧长２．０～７．０ｃｍ，平均４．５ｃｍ。根据临床表现和体格检

查，经彩色血管多普勒超声和（或）肢体静脉顺行造影明确诊

断。其中经彩色血管多普勒超声检查５２例，经肢体静脉顺行

造影５例，两种检查均做３例。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溶栓检测　常用的检测指标包括血细胞比容、血小板

计数、凝血酶时间（ＴＴ）、凝血酶原时间（ＰＴ）、国际标准化比率

（ＩＮＲ）、部分凝血活酶时间（ＡＰＴＴ）、纤维蛋白原、纤维蛋白降

解产物测定等。

１．２．２　溶栓药品来源　瑞替普酶由爱德生物技术发展（中国）

有限公司生产。重组链激酶由青岛国大生物制约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

１．２．３　分组和治疗方法　入院后急查血常规、凝血功能和肝

肾功能，排除血液系统疾病和溶栓禁忌证等即开始溶栓治疗。

瑞替普酶溶栓组（３２例）：瑞替普酶１０Ｕ溶于２５０ｍＬ生理盐

水中静脉滴注，踝部用止血带阻断患肢浅静脉，从患肢足背静

脉输入瑞替普酶，于３ｈ滴完，连用２ｄ，同时每天１次复方丹

参２５０ｍＬ静滴和低分子肝素钙５０００Ｕ皮下注射，共用１０ｄ，

后改用阿司匹林１００ｍｇ／ｄ，口服维持，连用６个月，其中１例

系上次在外院治疗过程中出现过非致命性肺栓塞的ＤＶＴ复

发的患者，在溶栓前给予置入下腔静脉滤器。重组链激酶溶栓

组（２８例）：接受重组链激酶５０万 Ｕ／ｄ，链激酶５０万 Ｕ溶于

５％葡萄糖注射液中静脉滴注，于８ｈ滴完，７ｄ为１个疗程，其

中１例系右下肢ＤＶＴ复发的患者，在溶栓前给予置入下腔静

脉滤器，其余治疗均同瑞替普酶溶栓组。治疗期间注意观察患

肢肿胀的消退情况，有无发热、过敏和出血等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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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疗效评价　采用我国《抗菌药物临床验证指标原则》的

四级评定法制定疗效评价标准：临床治愈为临床症状、体征消

失，彩色多普勒血流图（ＣＤＦＩ）或造影检查显示静脉壁光滑无

血栓，且血流正常者；显效为临床症状明显消退，ＣＤＦＩ或造影

检查显示血管内径大于７０％，且血流仍较慢者；好转为临床症

状有一定程度减轻，ＣＤＦＩ或造影检查显示患肢静脉部分通畅

但以闭塞为主且血管内径小于７０％者；无效为临床症状、ＣＤＦＩ

或造影检查均无改善者。愈显率＝临床治愈率＋显效率。

１．２．５　随访　出院后每月来院随访１次，查血常规、凝血功能

及彩色血管多普勒超声检查，要求随访６个月。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

资料用率表示，组间采用χ
２ 检验，两组率或构成比的比较应用

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溶栓疗效　在接受瑞替普酶治疗的３２例患者中，痊愈６

例，显效２４例，好转２例，愈显率为９３．８％（３０／３２）；接受重组

链激酶的２８例中，痊愈２例，显效２０例，好转６例，愈显率为

７８．６％（２２／２８）。两组患者临床全部达到有效，两组愈显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２．２　不良反应　两组浅表出血、发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两组均无肺栓塞发生；瑞替普酶溶栓组治疗过程中未见

内脏大出血、神经系统出血等严重并发症，浅表出血２例，发热

１例，过敏反应１例。重组链激酶溶栓组，浅表出血４例，１例

出现内脏出血，发热３例，１例出现颅内出血，３例出现过敏反

应。两组浅表出血、发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两组

出现内脏出血、颅内出血、过敏反应等不良反应比较，瑞替普酶

溶栓组低于重组链激酶溶栓组，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

２．３　随访　随访４～６个月，平均（４．２±０．７）个月，两组均未

见复发病例。

３　讨　　论

下肢深静脉血栓为普外科常见的疾患，如处理不当可能产

生严重后果［１］。大多数临床报告都提示非手术治疗对大多数

急性下肢ＤＶＴ患者具有良好的疗效。溶栓治疗效果与药物、

用药途径、病程等有关［１２］，也应注意溶栓过程中不良反应的监

测及处理。溶栓治疗是非手术治疗的基本措施之一。第一代

溶栓药链激酶是非选择性纤溶酶原激活剂，会导致全身纤溶状

态，不良反应较大。瑞替普酶是第３代溶栓药的代表，半衰期

延长（１３～１６ｍｉｎ），对血栓表面的纤维蛋白亲和力不如组织型

纤溶酶原激活剂（ｔＰＡ），使药物扩散至血凝块中，更好地溶解

血栓，血管再通，不宜与循环中的纤溶酶原结合，一般不会引起

全身性纤溶状态［１３］。

瑞替普酶在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但对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治疗报道少［４５］。重组

链激酶在下肢ＤＶＴ的治疗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良好

效果［２，６］。治疗后瑞替普酶溶栓组与重组链激酶溶栓组临床

疗效对比，接受瑞替普酶治疗的３２例患者中，愈显率为

９３．８％；接受重组链激酶的２８例中，愈显率为７８．６％。两组

患者临床全部达到有效，愈显率相比瑞替普酶溶栓组高于重组

链激酶溶栓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果显示瑞

替普酶溶栓组较重组链激酶溶栓组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疗效

相当。这与 Ｈｕａｎｇ等
［６］报道瑞替普酶疗效显著不相符合，可

能与样本量少有关，尚需大样本病例作进一步检验。

溶栓疗法途径分两种：（１）全身性输注溶栓制剂，该方法具

有简单易行等优点，用药量大，不良反应多是其不足点；（２）局

部溶栓疗法，有经足背静脉溶栓、经导管接触性溶栓技术、分段

置管溶栓和双介入溶栓等方法［７］，该溶栓途径具有药物用药量

小，局部药物浓度高，增加溶栓治疗时间窗，不良反应少的优

点，是目前溶栓疗法的一个趋势［８］。采用阻断患肢踝部浅静脉

经足背静脉输入法方便、易行，对静脉以下血栓疗效明显高

于全身溶栓及导管接触性溶栓［９］。本组所有患者均采用止血

带阻断患肢踝部浅静脉，达到溶解效果。

本组所有患者在溶栓治疗期间，均注意实验室监测，注意

观察患者的神志变化，及早发现颅内出血。溶栓治疗最常见的

不良反应为出血，其发生率达１２％～４５％。当有出血征象时

应停用溶栓治疗，必要时输注新鲜血浆、纤维蛋白原或应用纤

维溶解抑制剂药物（如氨基己酸）［９１０］。瑞替普酶溶栓组１例

系注射部位出血，给予加压包扎后出血停止。用药第２天时出

现牙龈出血１例，停用瑞替普酶后出血停止。全组过敏反应１

例，无内脏大出血及颅内出血。其治疗的安全性与 Ｈｕａｎｇ

等［６］报道是一致的［６，１０］。重组链激酶溶栓组：１例出现内脏出

血，停用溶栓抗凝等药物，给予积极止血等治疗，病情渐愈；１

例出现颅内出血，停用溶栓抗凝等药物，给予积极止血等治疗

后病情好转；３例出现过敏反应，均予抗过敏治疗渐愈。两组

浅表出血、发热无明显差异（犘＜０．０５），两组均无肺栓塞发生；

两组出现内脏出血、颅内出血、过敏反应等比较，瑞替普酶溶栓

组发生率低于重组链激酶溶栓组，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这与国外报道瑞替普酶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不

相符合［１，６，１１］，可与样本量少有关，尚需大样本病例作进一步研

究。结果显示替普酶治疗下肢ＤＶＴ和重组链激酶一样有较

好的安全性［９］

在临床实践中普遍认为溶栓治疗越早越好［２，９，１１］。３ｄ内

的患者疗效最好，但多数患者因诊断不及时影响疗效。文献报

道发病早期多主张手术，发病较久的则应用溶栓治疗。过去主

张发病３ｄ以内使用溶栓，现在一般认为在发病７ｄ
［１２］，也有

１０ｄ或１４ｄ的患者也可应用。本组６０例下肢ＤＶＴ患者从发

病到接受治疗，最短时间为２ｄ，最长时间为１４ｄ，应用瑞替普

酶溶栓或重组链激酶溶栓治疗后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

果［１，１３１５］，且无肺栓塞发生。

综上所述，采用止血带阻断患肢踝部浅静脉，从患肢足背

静脉输入瑞替普酶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是有效的、安

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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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测可能与创伤患者存在低血压、低血容量、组织水肿致全身

组织低灌注，组织细胞灌注不良，导致细胞缺氧，无氧代谢增

加；同时应激致高儿茶酚胺血症，血管收缩影响组织灌注及脏

器功能，导致乳酸水平进一步升高。从本研究可以发现 Ａ组

患者９０．６３％在术后２ｈ内基本达到了液体复苏治疗的目标，

但仅有４６．８８％的患者乳酸清除率达到大于或等于１０％，提示

如果按照传统的复苏指标，可能有大部分患者并未改善组织细

胞的缺氧状态，此时停止液体复苏或限制液体复苏将不利于组

织细胞缺血缺氧的恢复。以乳酸清除率作为治疗的指导目标，

可以改善组织细胞的缺氧，从而减少器官功能不全的发生率。

但本研究样本例数较少，乳酸或乳酸清除率作为创伤失血性休

克复苏治疗目标的价值，其安全性、有效性、敏感性和特异性，

尚需要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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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胡大一．注射用瑞替普酶（派通欣）治疗急性心肌梗死有

效性及安全性临床研究［Ｊ］．中国心血管病研究杂志，

２００４，２（３）：１７１１７４．

［１４］黄震华，徐济民．新型溶栓药物ｒＰＡ［Ｊ］．中国新药杂志，

１９９９，８（５）：３０６３０９．

［１５］张伟，王为民，朱大乔．重组链激酶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

的临床观察［Ｊ］．中国综合临床，２００５，２１（４）：３５３３５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９１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１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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