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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低分子肝素钠预防妇科盆腔手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
形成的效果

文伟能 冯健珊 吴丽珍
（广东省鹤山市人民医院 鹤山 529700）

摘要：目的：观察并分析在妇科盆腔手术后应用低分子肝素钠对于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临床价值 。方法：选取 2013 年 6 月
~2014 年 6 月 80 例妇科盆腔手术患者，依据术后处理方法的不同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40 例。术后对照组行下肢按摩等常规

处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低分子肝素钠。对比分析两组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与对

照组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分别为 7.5%、30.0%，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均不存在明显的不
良反应。 结论：在妇科盆腔手术后应用低分子肝素钠能够显著地降低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且安全性强，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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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手术疗法已
经成为治疗各种妇科疾病的常用疗法，对于缓解患
者的临床症状、提高其生活质量都有着显著的意义
与价值。 但是在妇科盆腔手术后，由于需要制动等
因素，患者极容易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这一并发症，
且发生率可高达 16%，会对手术治疗的效果和患者
的预后质量产生影响，严重甚至会导致肺栓塞等合
并症[1]。 本研究选取 80例妇科盆腔手术患者进行分
组研究，旨在观察在妇科盆腔手术后应用低分子肝
素钠对于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临床价值，取得较
好的临床结果。 现报道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13年 6月 ~2014年 6月我
院收治的 80例妇科盆腔手术患者进行分组研究，依
据术后处理方法的不同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40例。 对照组年龄 36~54岁，平均年龄（42.3±2.2）
岁；病程 7个月 ~5年，平均病程（2.4±1.2）年；其中
子宫肌瘤 5例、子宫脱垂 3例、卵巢囊肿 6例、卵巢
癌 6例、子宫内膜癌 12例、输卵管癌（宫颈癌）8例。
观察组年龄 38~56 岁，平均年龄（42.5±2.5）岁；病
程 6个月 ~7年，平均病程（2.5±1.5）年；其中子宫
肌瘤 6例、子宫脱垂 4例、卵巢囊肿 5例、卵巢癌 5
例、子宫内膜癌 10例、输卵管癌（宫颈癌）10例。 两
组患者基本资料如年龄、病症分型等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纳入及排除标准[2]%%%%（1）纳入标准：参与本次研
究 1个月内不存在活动性脏器出血现象；参与本次
研究前的彩色多普勒检查结果显示患者的双下肢均
不存在下肢深静脉血栓症状。（2）排除标准：既往存
在胃十二指肠溃疡史的患者；存在心脑血管疾病合
并症的患者；对低分子肝素钠存在既往过敏史的患

者；存在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心、肝、肾等存在
功能性损伤或者衰竭的患者； 妊娠期或者哺乳期患
者。
1.3%%%%治疗方法 手术后，对照组行常规处理，主要
是将患者的下肢适当抬高 20%°左右，同时按摩患者
的双下肢，并引导其进行双下肢活动训练等。在对照
组基础上，观察组加用低分子肝素钠，方法：手术后
12%h起， 使用 0.4%ml低分子肝素钠皮下注射，1次
/d，连续使用 1周。
1.4%%%%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两组下肢深静脉血栓
发生率和不良反应发生率。 手术后， 对患者下肢进
行全面观察，以确定患者下肢是否存在肿胀、疼痛等
症状，下肢皮肤是否存在泛红、青紫等表现，是否存
在浅表静脉扩张现象， 从而明确是否存在下肢深静
脉血栓症状。
1.5%%%%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应用 SPSS19.0统计学软
件对研究所得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比较， 计数
资料以例（%）表示，组间比较进行 字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6%%%%治疗结果 观察组下肢深静脉血栓并发症的
发生率为 7.5%，对照组的发生率为 30.0%，两组对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两组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和不良反应发生率[例（%）]

2%%%%讨论
在临床上，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致病因素主要是

包括血管内膜损伤、 静脉血流缓慢以及血液高凝状
态等。由于女性盆腔静脉部位存在着丰富的血管网，
所以，在各种妇科盆腔手术中，患者的局部血管壁和

组别 n 下肢深静脉血栓 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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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极容易受到程度各异的损伤。 此外，手术前的
灌肠处理以及禁食等因素均会导致患者出现血液浓
缩以及脱水等现象，再加上术中麻醉刺激和手术后
长期卧床等因素，患者手术后下肢血液回流会明显
受阻，所以患者的局部血流也会比较缓慢。 因此，妇
科盆腔手术后患者极容易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并发
症。 近年来，随着各种妇科疾病发病率的不断提升
和手术治疗在妇科疾病治疗中的应用范围的不断扩
大，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病率也不断提升[3]，对患者
的预后质量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如果得不到及时
有效的处理，甚至会出现肺栓塞等合并症，严重时可
导致患者死亡。 因此，妇科盆腔手术后如何有效地
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已经引起了广大医务工作者的
密切关注。 以往行妇科盆腔手术后，医务人员多会
对患者行下肢按摩、双下肢活动训练等常规处理，虽
然能够改善患者的下肢静脉回流，改善局部血运，一
定程度上降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但是效果
有限。

本研究中，观察组 40例患者在常规处理的基础
上加用低分子肝素钠。 结果显示，观察组与对照组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分别为 7.5%和 30.0%，观
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且两组均不存在明显的不良反应。 其原因在于：低

分子肝素钠属于临床上使用率较高的抗凝药物，生
物利用度高达 95%左右，血浆半衰期可长达 6%h，安
全性强，不会引发明显的不良反应。 此外，有研究人
员指出， 低分子肝素钠的典型药理作用在于抗Ⅹa
因子活性，同时兼具一般的抗Ⅱa功效，且不会明显
影响血小板凝聚及纤维蛋白原和血小板的结合[4]。
同时，低分子肝素钠能够有效抑制体内血栓的形成，
既不影响机体的凝血功能， 也不会显著影响纤溶系
统， 所以能在有效发挥抗血栓功效的同时不会导致
出血等不良反应，所以临床应用价值显著[5]。 综上所
述， 在妇科盆腔手术后应用低分子肝素钠能够显著
降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安全性强，值得临床
研究与治疗中加以推广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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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病人非典型抗精神病药治疗前后
甲状腺激素的变化分析
胡贵先 关洁萍 张金花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伍仲珮纪念医院 佛山 528333）

摘要：目的：分析精神分裂症病人不典型抗精神病药治疗前后甲状腺激素的变化。方法：选自 2014 年 11 月 ~2015 年 10 月在

我院就诊的 100 例精神病患者为实验组，同时按数字随机表法抽取 100 例精神健康人员为对照组。 其中实验组随机分为利培酮组

和奥氮平组各 50 例分别采用抗精神病类药物利培酮及奥氮平进行治疗。 结果：实验组治疗前血浆 T3 及 T4、TSH 水平与对照组比
较明显降低，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实验组患者血浆各指标水平明显提高，利培酮组及奥氮平组间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利培酮治疗有利于改善精神病患者的甲状腺功能异常，值得临床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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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在心理科疾病中较为常见，主要临
床症状表现为抑郁或极端癫狂等症状[1]。 临床研究
验证，不典型的抗精神病类药物可以有效调节甲状
腺功能。 本次研究选择 2014年 11月 ~2015年 10
月在我院就诊的 100例精神病患者（实验组），采用
利培酮与奥氮平进行治疗，分析治疗前后的甲状腺
激素水平变化。 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病例资料 选择 2014年 11月 ~2015年 10月
在我院就诊的 100例精神病患者为实验组， 同时按
数字随机表法抽取 100例精神健康人员为对照组。
其中实验组又随机分为利培酮组和奥氮平组各 50
例。 实验组男 58例，女 42例；年龄 21~65岁，平均
年龄（38.4±2.8）岁；对照组男 48例，女 52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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