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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是治疗终末期肾衰竭及其他危重患者

的重要措施之一#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延

长寿命#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为了防治透析过程中管

路发生凝血堵塞#肝素化是最为常见的措施之一!

6

"

(

临床上常常遇到出血高危患者而同时需要进行血液

透析治疗#使用肝肾势必会增加患者的大出血发生

率#进而明显增加患者的病死率!

!DK

"

(然而#血液透析

过程中不使用抗凝剂极易导致管路堵塞而被迫终止

透析#严重影响了临床治疗效果#同时大大提高了耗

材费用(目前#对无肝素血液透析患者采用生理盐水

冲洗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管路堵塞的发生

率!

MDN

"

(采用生理盐水冲洗法应用于无肝素透析#主

要是通过定时稀释血液从而达到抗凝的功效(目前

各血透中心生理盐水冲洗间隔时间和冲洗的频率'量

及方法均不尽相同#对患者的应用效果的影响尚存在

争议(卫生部
!565

版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中提

出&无抗凝剂的血液净化治疗过程中每
K5

"

75

分钟

给予
655

"

!55EP

生理盐水注射液冲洗管路
6

次(

无肝素治疗中生理盐水冲洗的操作流程与普通透析

治疗结束下机回血的流程基本一致#而对于下机回血

的速度卫生部
!565

版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中规定

为
N5

"

655EP

)

E:=

(为指导临床无肝素化血液透析

护理#本研究分析
!

种不同冲洗速度在无肝素血液透

析患者中应用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选择
!565

年
!

月至
!567

年
!

月在

本院血液透析中心采用无肝素化透析治疗的患者
6J5

例#需排除严重脑病'血红蛋白小于
Z

@

)

P

'血小板小

于
65

万
W

'精神疾病'严重肺疾病及心脏病患者(对

所有入选对象及其家属履行过知情告知义务#并取得

知情同意书#同时取得了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根据患者入院先后顺序进行编号#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将其分成
!

组#每组
ZN

例#分别为研究组和对照

组(其中对照组年龄
N5

"

JN

岁#平均$

772McL2K

%

岁*男
MM

例#女
M6

例*糖尿病肾病
MJ

例#慢性肾小球

肾炎
K6

例#高血压肾病
J

例*透析时间为$

726c!2M

%

年(研究组年龄
N5

"

J7

岁#平均$

7N2LcL2J

%岁*男

MJ

例#女
KZ

例*糖尿病肾病
M6

例#慢性肾小球肾炎

KN

例#高血压肾病
L

例*透析时间为$

72Nc!2Z

%年(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原发病及透析时间等一般情

况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525N

%#具有可比性(

?2@

!

方法
!

采用血液透析机器均为费森尤斯
M55Z

$

#滤器为
O]75

#膜面积为
62ME

!

(透析时间预设

M254

#血流量
!N5 EP

)

E:=

#透析液流量
N55 EP

)

E:=

(两组患者透析前均使用
!N5EP

生理盐水预冲

管路#再以
N55EP

生理盐水闭式循环弥散
!5E:=

后

放水接管#开始透析治疗(两组冲洗量均为
!55EP

#

冲洗间隔时间均为
K5E:=

#而对照组患者冲洗流速为

655EP

)

E:=

#研究组冲洗流速为
!N5EP

)

E:=

(

?2A

!

指标分析
!

分析两组患者透析前后相关生化指

标!血红蛋白$

*X

%'凝血酶原时间$

V3

%'活化部分凝

血酶原时间$

"V33

%'血浆纤维蛋白原$

O)$

%"'平均

动脉压$

R"V

%'心率$

*#

%'管路完全堵塞发生率及

滤器使用时间(

?2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6725

软件统计分析数

据(计量资料以
Fc"

表示#均行正态分布检验#非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自然对数转换成正态分布#之

后两组间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组间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

! 检验(以上所有统计检验均为

双侧概率检验#以
#

$

525N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两组患者相关生化指标情况比较
!

两组患者在

*X

'

V3

'

"V33

'

O)$

等生化指标方面#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

%

525N

%#见表
6

(

@2@

!

两组患者
R"V

'

*#

情况比较
!

两组患者在

R"V

'

*#

方面#不同透析时间冲洗前后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

#

%

525N

%(见表
!

(

@2A

!

两组患者管路完全堵塞发生率及滤器使用时间

情况比较
!

研究组患者管路完全堵塞发生率为
K2Na

$

K

)

ZN

%#对照组患者管路完全堵塞发生率为
!6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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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

两组患者相关生化指标情况'

Fc"

(

组别
*X

$

@

)

P

%

透析前 透析后

V3

$

;

%

透析前 透析后

"V33

$

;

%

透析前 透析后

O)$

$

@

)

P

%

透析前 透析后

对照组
6572Nc6627 65Z2Nc6526 6627c!2J 6!2KcK2M !M27cM2Z !K2!cK2J K27c52Z K2Mc52M

研究组
65J27c6!2N 65L2Mc6!2Z 6!2Lc!2! 6K26cK2J !72JcN26 !72KcM2M K2!c52N K26c52J

表
!

!!

两组患者
R"V

*

*#

情况'

Fc"

(

项目 组别
透析后

52N4

冲洗前 冲洗后

透析后
64

冲洗前 冲洗后

透析后
!4

冲洗前 冲洗后

R"V

$

EE*

@

%对照组
LL2Nc6627 LN27c6K2N LM2Kc6!2J LN2Lc6K2! LJ26c662Z LM2Nc6K26

研究组
65526c6!2! LZ2Lc6!26 LJ2Nc6K2K LL2!c652M LZ2Mc6!2J LN2Jc6!27

*#

$次)分% 对照组
Z627c652L JL2Kc662! ZK2Mc662Z Z!2Jc6!2N Z!2Lc6526 ZM2Kc6526

研究组
Z!2McL2J Z62Kc652M ZK26c652J Z62!c662M ZM26cL2N ZM27c662!

$

6Z

)

ZN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25N

%(同

时#研究组患者滤器使用时间较对照组明显延长

!$

K2Zc62K

%

4!"J

$

!26c626

%

4

#

#

$

525N

"(

A

!

讨
!!

论

!!

血液透析属于一种体外循环#滤器半透膜作为一

种外源性物质极易激活凝血系统#导致瀑布效益#引

起活化的凝血酶催化纤维蛋白原转化为纤维蛋白#与

血小板'血细胞一起导致滤器内凝血和纤维血栓形

成#最终导致血液透析的有效容量减少#清除率明显

下降#严重影响了临床效果(而如何降低无肝素血液

透析的凝血形成是该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郭

颖!

7

"研究发现#间隔
52N4

与
6NE:=

冲洗法在
*X

'

O)$

'

V3

与
VP3

及
"V33

指标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

%

525N

%#两种冲洗法在无肝素血液透析中均

有着较高的临床效果!

7

"

(张楠楠!

J

"分析不同护理方

案在无肝素血液渗透实施的效果#结果发现#在无肝

素血液透析中#采用大号穿刺针#提高血流量能够改

善透析器的凝血状态#具有较好的临床推广价值(相

欣洁等!

Z

"对无肝素血液透析体外循环凝血相关危险

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发现#糖尿病'恶性肿瘤'卒中病

史'急性肾衰竭'高
*X

'高
VP3

'

"V33

和
V3

缩短'

高
O)$

'血流不畅'透析机上输血'促凝药物使用是无

肝素血液透析体外循环凝血的相关危险因素(另外#

目前众多研究显示#定时进行生理盐水冲洗是降低无

肝素血液透析的凝血形成的重要措施(这是由于定

时进行生理盐水冲洗透析管路可以很好地稀释血液

和沉淀物#使管壁平滑#降低血液黏稠度#对体外循环

血液的凝血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LD65

"

(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管路完全堵塞发生

率为
K2Na

$

K

)

ZN

%#对照组患者管路完全堵塞发生率

为
!62!a

$

6Z

)

ZN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25N

%(同时#研究组患者滤器使用时间较对照组明

显延长!$

K2Zc62K

%

4!"J

$

!26c626

%

4

#

#

$

525N

"(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相同的冲洗量和间隔时间情况

下#

!N5EP

)

E:=

的冲洗速度管路完全堵塞发生率明

显下降#滤器使用时间也明显延长#对患者有效透析

时间提供了重要保障#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值得注

意的是#

!N5EP

)

E:=

的冲洗速度与
655EP

)

E:=

的

冲洗速度在
*X

'

V3

'

"V33

'

O)$

'

R"V

'

*#

等方面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525N

%#对患者的
*X

'凝血

功能及血流动力学方面均无明显影响#具有较好的安

全性(本研究中虽然两组患者的
R"V

'

*#

等方面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525N

%#但研究组患者的

R"V

'

*#

较对照组有所升高#考虑与较快的生理盐

水冲洗进入体循环可能会增加心脏负担#由于本研究

中入选患者均无明显的器质性心脏病#故而无明显临

床不适#因而该方法对于有明确的器质性心脏病病史

患者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在此方面还需进一步深入

研究(

综上所述#对于无肝素血液透析#

!N5EP

)

E:=

的

冲洗速度的管路完全堵塞发生率明显下降#滤器使用

时间也明显延长#具有较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参考文献

!

6

" 朱亭立#张渊#尤金芳#等
2

不同冲洗速度对无肝素血液透

析患者的影响!

,

"

2

护理学杂志#

!567

#

K6

$

!6

%&

KNDKJ2

!

!

" 董美铅
2

改良式吸附法无肝素血液透析治疗的研究及护

理探讨!

,

"

2

心血管病防治知识#

!567

$

L

%&

6!JD6!L2

!

K

" 关永莲
2K!

例尿毒症并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实施无肝素血

液透析的护理分析!

,

"

2

医学信息#

!567

#

!L

$

6N

%&

!MN2

!

M

" 孙文英
2

无肝素血液透析临床应用护理体会!

,

"

2

中国继

续医学教育#

!567

#

Z

$

K!

%&

!7KD!7M2

!

N

" 李智婷#鲍群梅#程建萍#等
2

无肝素血$下转第
6ZM5

页%

NKZ6

重庆医学
!56Z

年
N

月第
MJ

卷第
6K

期



狭窄症
6

例!

,

"

2

中国矫形外科杂志#

!56N

#

!K

$

6L

%&

6Z6JD

6Z6Z2

!

!

"

3*'R+%- R -

#

+S*-%)&%# W

#

>%$%# R

#

./012

+B<1:<;:;0=?B<=

@

.=:/010=<E01:.;0;;<B:0/.?T:/4U1:

G

D

G

.1DO.:1;

F

=?8<E./

FG

.;

*

^

#

!

,

"

2+

G

:=.

#

6LLJ

#

!!

$

M

%&

KL7DM562

!

K

"

"#+%-)S

#

&t-t)PtP

#

-)S'P"-

#

./012)=/80B80=:01

/.80/<E0;

!

,

"

2"B/0-.H8<B4:8

#

6L7L

#

!5

$

6

%&

KJDN62

!

M

"

R"3+W3"-)R

#

+"-'U

#

3"U"UW#"U

#

./012V8:D

E08

F

:=/80B80=:01

@

.8EB.11/HE<8;

&

0B1:=:B010=01

F

;:;<C

6NK4:;/<1<

@

:B011

F

9.8:C:.?B0;.;

!

,

"

2,-.H8<;H8

@

#

6LLJ

#

Z7

$

K

%&

MM7DMNN2

!

N

"

R"SS"#3YS+

#

P%"e%-+ R %

#

P'e%,Q

#

./012

&.8E<:?0=?.

G

:?.8E<:?/HE<8;:=/4.B.=/801=.89<H;

;

F

;/.E<C0?H1/;

!

,

"

2+H8

@

Q

F

=.B<1'X;/./

#

6LNL

#

65Z

$

!

%&

6L6D6LZ2

!

7

"

S"P&"#%PP)R

#

R"++)R)P

#

U'-&"Q%+U)S

#

./012

)=/80B80=:01E:?1:=.?.8E<:?0=?.

G

:?.8E<:?B

F

;/;:=B4:1D

?8.=

!

,

"

2,-.H8<;H8

@

#

!55M

#

655

$

N

%&

MJKDMZ52

!

J

"

&)SU%Y >

#

*">U)-++"

#

U)#UV"3#)SU & *

#

./

012V<;/.8:<8C<;;0?.8E<:?B

F

;/;0=?/4.U1:

GG

.1DO.:1;

F

=D

?8<E.

!

,

"

2,-.H8<1-.H8<;H8

@

V;

F

B4:0/8

F

#

6LL6

#

NM

$

66

%&

6567D656J2

!

Z

"

&)%UR"--DQW)#'Y$

#

*W"-QV+2U1:

GG

.1DO.:1;

F

=D

?8<E.:=0;;<B:0/:<=T:/40B80=:<B.89:B01?.8E<:?B

F

;/

G

8.;D

.=/:=

@

0;0;.

G

/:BE.=:=

@

:/:;:=0=0?H1/

&

B0;.8.

G

<8/

!

,

"

2-.HD

8<;H8

@

.8

F

#

6LZL

#

!N

$

M

%&

7N!D7NN2

!

L

"

*)-','+" R

#

3"3"Q)$" R

#

*"#"&"U

#

./012&.8D

E<:?B

F

;/:=/4.

G

<;/.8:<8C<;;00BB<E

G

0=:.?X

F

U1:

GG

.1D

O.:1;

F

=?8<E.

!

,

"

2S4:1?;-.89+

F

;/

#

!556

#

6J

$

6

)

!

%&

LJD

6552

!

65

"

U%--%&YV3

#

RS"WP%Y&,2";;<B:0/:<=<C

G

<;/.8:D

<8C<;;0?.8E<:?B

F

;/0=? U1:

GG

.1DO.:1;

F

=?8<E.

!

,

"

2

",-#"E,-.H8<80?:<1

#

6LLZ

#

6L

$

6

%&

6LND6LJ2

!

66

"

RW(WR&"#&

#

Q'%P"2V<;/.8:<8B80=:01C<;;0?.8D

E<:?:=0;;<B:0/:<=T:/4B80=:<9.8/.X8010=?B.89:B01;

G

:D

=010=<E01

F

&

8.

G

<8/<C/T<B0;.;

!

,

"

2V.?:0/8-.H8<;H8

@

#

!556

#

KN

$

K

%&

6NZD6762

!

6!

"

V")e e

#

P'>%P *

#

S"+3)PP' R

#

./012V<;/.8:<8

C<;;0?.8E<:?B

F

;/;:=0;;<B:0/:<=T:/4U1:

GG

.1DO.:1;

F

=D

?8<E.

&

8.

G

<8/<C/48..B0;.;

!

,

"

2",-#"E,-.H8<80?:D

<1

#

!55J

#

!Z

$

65

%&

6L!7D6L!Z2

!

6K

"

#"R("- "

#

U*W#+*%%& -

#

#WR"-" R

#

./012

V<;/.8:<8C<;;0?.8E<:?T:/4U1:

GG

.1DO.:1;

F

=?8<E.:=0

B4:1?

!

,

"

2V.?:0/8-.H8<1

#

!566

#

MN

$

K

%&

6LJD6LL2

!

6M

"

>*)33P%)#

#

$%++%#R2S<=

@

.=:/01=.H8010X=<8E01D

:/:.;

G

8.;.=/:=

@

T:/4R:88<8E<9.E.=/;:=0

G

0/:.=/T:/4

U1:

GG

.1DO.:1;

F

=?8<E.2S0;.8.

G

<8/

!

,

"

2, -.H8<;H8

@

#

6LZK

#

NL

$

N

%&

ZL6DZLM2

!

6N

"

Q"#&-%# > ,2U1:

GG

.1DO.:1;

F

=?8<E.

#

:=:.=B.

G

401H;

#

0=.=B.

G

401H;

#

4:=?X80:=4.8=:00=? R:88<8E<9.E.=/;

&

<9.8?:;/.=/:<=<C/4.=.H801/HX.

!

,

"

2S4:1?;$80:=

#

6LJL

#

N

$

M

%&

K76DKJL2

!

67

"

+"3'3

#

,'Y-%#"P234.?H80/:<=<CO

@

CZ:;/4E:B<8D

@

0=:A.8.]

G

8.;;:<=:;I.

F

/<

G

0//.8=:=

@

?:CC.8.=//.B/01D

:;/4E<DB.8.X.11HE;/8HB/H8.;

!

,

"

2&.9.1<

G

E.=/

#

!55L

#

6K7

$

!6

%&

K76JDK7!72

!

6J

"

,"Q"-)(

#

R'#"D$P"-S'%P

#

+"-+"RSQ

#

./012

P<;;<C/4./HE<8;H

GG

8.;;<8+=CN1.0?;/<0X.880=/0B/:D

90/:<=<C/4.*.?

@

.4<

@

DQ1:

G

0/4T0

F

!

,

"

2-0/R.?

#

!565

#

67

$

6!

%&

6M!LD6MKK2

$收稿日期&

!56JD65D!5

!

修回日期&

!56ZD5!D!Z

%

$上接第
6ZKN

页%

!!

液透析结束时连续回血预防凝血的护理!

,

"

2

中国医药导

报#

!55L

#

7

$

6Z

%&

657D65J2

!

7

" 郭颖
2

两种间隔时间冲洗法在无肝素血液透析中的临床

应用效果观察!

,

)

S&

"

2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连续型电

子期刊%#

!567

#

67

$

7K

%&

65!D65K2

!

J

" 张楠楠
2

对比分析不同护理方案在无肝素血液透析中实

施的效!

,

"

2

中国医药指南#

!56N

#

6K

$

!J

%&

!NKD!NM2

!

Z

" 相欣洁#秦耀荣#肖庆璇#等
2

无肝素血液透析体外循环凝

血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

"

2

黑龙江医药#

!567

#

!L

$

K

%&

N5KDN5N2

!

L

" 程丹
2

无肝素血液透析凝血预防的研究进展!

,

"

2

中华现

代护理杂志#

!56!

#

6Z

$

6

%&

666D66K2

!

65

"吴燕平#李月红#周曼
2

出血倾向患者血液透析抗凝方法

选择研究进展!

,

"

2

吉林医学#

!55L

#

K5

$

6L

%&

!KZ6D!KZ!2

$收稿日期&

!56JD65D6N

!

修回日期&

!56JD6!D!Z

%

5MZ6

重庆医学
!56Z

年
N

月第
MJ

卷第
6K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