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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行急诊冠状动脉内支架置入术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使用磺达肝癸钠与低分子肝素的

疗效与安全性，及不同抗凝药物在护理过程中皮下局部出血时压迫时间不同的对比研 究。方 法　入 选 经

入院诊断为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２８８例。根据所用抗凝药物的不同分为磺达肝癸钠组和低分子肝素组二

组。术后分别给予磺达肝癸钠２．５ｍｇ／ｄ皮下注射，１次／ｄ，低分子肝素５　０００Ｕ皮下注射，２次／ｄ。均用至

术后第八天或至出院，将低分子肝素组每例患者的皮下注射次数按照注射次数的不同随机分成四组，而磺

达肝癸钠组中每例患者根据压迫时间的不同随机分成五组。收集患者相关临床指标，并 对 二 种 药 物 的 疗

效与安全性进行评估，同时进行相关护理记录并记录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低分子 肝 素 组 导 致 的 血

小板减少比例显著高于磺达肝癸钠组（Ｐ＜０．０５），且其在３ｍｉｎ压迫组与２ｍｉｎ压迫组间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磺达肝癸钠组术后４８ｈ发生皮下血肿及假性动脉瘤的比例较低（Ｐ＜０．０５），二组均

未见导管内血栓形成，磺达肝癸钠组患者在护理皮下注射过程中可不进行局部压迫。磺 达 肝 癸 钠 组 术 后

第九天发生大出血、再发心肌梗死及死亡风险 低 于 低 分 子 肝 素 组（Ｐ＜０．０５）。结 论　在 对 急 性 冠 脉 综 合

征患者行介入诊治时，磺达肝癸钠比低分子肝素在疗效和安全性评估上效果更佳，在皮下注射过程中可不

进行局部压迫；但低分子肝素在局部压迫３ｍｉｎ可降低出血事件的发生率，再增加局部压迫时间 出 血 事 件

发生情况未见明显好转，磺达肝癸钠在注射后可不进行压迫。
关键词　急性冠脉综合征；磺达肝癸钠；低分子肝素；护理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９５６４（２０１６）０１－０１０９－０４
ＤＯＩ编码　１０．１１７２３／ｍｔｇｙｙｘ　１００７－９５６４　２０１６０１０３１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ＯＮＤＡＰＡＲＩＮＵＸ　ＡＮＤ　ＬＯＷ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ＨＥＰＡＲＩＮ　Ｌｉｕ　Ｘｕｅｈｕｉ．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Ｐａｎｚｈｉ－
ｈｕ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　６１７０６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ｈａｄ　ｉｎ－
ｔｒａ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ｔｅｎｉｎｇ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ｏｎｄａｐａｒｉｎｕｘ　ａｎｄ　ｌｏｗ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Ｈｅｐａｒｉｎ．Ａｎｄ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ｌｏｃａｌ　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　ｄｒｕｇｓ
ｉｎ　ｎｕｒｓ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２８８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ｆｏｎｄａｐａｒｉｎｕｘ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ｌｏｗ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Ｈｅｐａｒ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　ｄｒｕｇｓ．Ａｆｔ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６］　段文雯．循证护理模式在改善泌尿外科患者生存质量

中的效果观察［Ｊ］．中 国 医 药 指 南，２０１２，１０（３２）：６３５
－６３６

　［７］　陈丹霞．循证护理模式在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中的运

用效果观察［Ｊ］．中 国 现 代 医 生，２０１１，４９（１６）：１３１－
１３２

　［８］　姜晓芬，皮英．循 证 护 理 在 泌 尿 外 科 术 后 腹 胀 中 的 应

用［Ｊ］．基层医学论坛，２０１０，１４（１２）：２９８－２９９
　［９］　徐贵霞，高莉，谢虹，等．泌 尿 系 细 菌Ｌ型 感 染 的 临 床

特点及护理［Ｊ］．中 华 全 科 医 学，２０１１，９（１１）：１８１１－
１８１２

［１０］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Ｉ，Ｎａｎｃｙ　Ｂ，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Ｐ，ｅｔ　ａｌ．Ｐａｔｉｅｎｔ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Ｊ　Ｎｕｒｓ　Ｃａｒｅ　Ｑｕａｌ，２００４，１９（４）：３２２－３２７

［１１］　潘毓珊．人性化护理在泌尿外科护理的应用［Ｊ］．中国

民族民间医药，２０１１，２０（１１）：１１２
［２０１５—０５—１９收稿　２０１５—０６—０８修回］

·９０１·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２０１６年１月第１９卷第１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ａｎ．２０１６，Ｖｏｌ．１９，Ｎｏ．１



ｔｏｏｋ　ｈｙｐｏｄｅｒｍｉｃ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ｎｄａｐａｒｉｎｕｘ　２．５ｍｇ／ｄ，ａｎｄ　ｏｎｅ　ｔｉｍｅ　ａ　ｄａｙ，ａｎｄ　ｈａｄ　ｈｙｐｏｄｅｒｍｉｃ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ｗ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Ｈｅｐａｒｉｎ２．５ｍｇ／ｄ，ａｎｄ　ｔｗｏ　ｔｉｍｅｓ　ａ　ｄａｙ，ｕｎｔｉｌ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ｉｎ８ｔｈ　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Ｌｏｗ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Ｈｅｐａｒ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４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ｈｙｐｏｄｅｒｍｉｃ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ｗｈｉｌｅ　ｆｏｎｄａｐａｒｉｎｕｘ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５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ｉｍｅ．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ｄｒｕｇｓ　ｗｅｒ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ｏｍｂｏｃｙｔｏｐｅｎｉａ　ｉｎ　ｌｏｗ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Ｈｅｐａｒ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ｆｏｎｄａｐａｒｉｎｕｘ　ｇｒｏｕ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ｉｎ　３　ｍｉｎ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２　ｍｉｎ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
０．０５）．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ｈｅｍａｔｏｍａ　ａｎｄ　ｆａｌｓｅ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ｉｎ　ｆｏｎｄａｐａｒｉｎｕｘ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ｉｎ
４８　ｈｏｕ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０．０５），ａｎｄ　ｎｏ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　ｂｏｔｈ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ｆｏｎｄａｐａｒｉｎｕｘ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ｏ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ｈｙｐｏｄｅｒｍｉｃ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ｈｅｍｏｒｒｈｏ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ｎｔｈ　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ｄｅａｔｈ　ｉｎ　ｆｏｎｄａｐａｒｉｎｕｘ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ｌｏｗ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ｆｏｎｄａｐａｒｉｎｕｘ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ｌｏｗ　ｍｏｌｅｃ－
ｕｌａｒ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ＰＩＣ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Ｌｏｃａｌ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３　ｍｉｎ　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ｉｎ　ｌｏｗ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Ｈｅｐａｒｉｎ　ｇｒｏｕｐ．Ｌｏｎｇｅｒ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ｈａｄ　ｎ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ｂｌｅｅｄ－
ｉｎｇ．Ｉｔ　ｃａｎ　ｎｏｔ　ｂｅ　ｏ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ｈｙｐｏｄｅｒｍｉｃ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ｎｄａｐａｒｉｎｕｘ．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Ｆｏｎｄａｐａｒｉｎｕｘ；Ｌｏｗ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Ｈｅｐａｒｉｎ；Ｎｕｒｓｉｎｇ

　　 急 性 冠 脉 综 合 征（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ＣＳ）是心血管内科的常见急症，随着新型抗凝药物

的发现，抗凝药物对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预后的 评

估越来 越 重 要，目 前 有 关 经 皮 冠 状 动 脉 介 入 治 疗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ＣＩ）术治疗急

性冠脉综合征过程中使用抗凝药物磺达肝癸钠及低

分子肝素的护理对比研究甚少，本研究旨在通过 对

ＰＣＩ术 后 使 用 抗 凝 药 物 后 的 疗 效、安 全 性 与 相 关 并

发症及护理皮下局部出血率与压迫时间的关系进行

评估，为临床合理使用抗凝药物提供临床依据及 护

理策略。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在我院心血管

内科经心电图、心肌酶及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确诊 的

急性冠脉综合征需行急诊ＰＣＩ术患者２８８例。根据

患者在ＰＣＩ术后接受抗 凝 治 疗 的 不 同，分 为 磺 达 肝

癸钠组和低分子肝素组二组，前组中所有患者于 术

后给予磺达肝癸钠２．５ｍｇ，皮下注射，１次／ｄ，共８ｄ
或至出院 ，共１５０例，护理 注 射 样 本 量 为１　２００次，
年龄３９～７８（６５．２１±１１．４０）岁；后组给予低分子肝

素５　０００Ｕ，皮 下 注 射，２次／ｄ，共８ｄ或 至 出 院 ，共

１３８例，护 理 注 射 样 本 量 为２　２０８次，年 龄３８～７７
（６５．３６±１３．１５）岁。排 除 标 准：①磺 达 肝 癸 钠 及 低

分子肝素过敏；②恶性肿瘤；③严重肝、脑、肾功能不

全；④恶性高血压；⑤先天性心脏病；⑥各 种 血 栓 栓

塞性疾病；⑦严重血小板减少等。

１．２　基本临床资料

由专人收集 患 者 相 关 基 本 临 床 资 料，所 有 患 者

均于禁食８ｈ后次日清晨空腹取静脉血５ｍｌ，分别来

检验科检测术 前 血 糖、总 胆 固 醇、甘 油 三 酯、高 密 度

脂蛋白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及术前及 术

后第九天血肌 酐、尿 酸、纤 维 蛋 白 原、尿 素 氮 和 血 小

板计数。
１．３　入院处理方法

入院时 所 有 患 者 常 规 给 予 负 荷 量 拜 阿 司 匹 灵

３００ｍｇ，负荷量氯吡格雷３００ｍｇ及他汀类药物口服，
其他用药根据患者病情制定具体治疗方案，并于 入

院当时立即 完 善 相 关 心 内 科 检 查。征 得 患 者 和／或

家属同意并完成相关术前准备及术前签字后入导管

室行急诊ＰＣＩ术，术中患者统一使用普通肝素冲管，
所有手术操作均由我院有经验的心内科专业医生完

成。
冠心病分型主要包括不稳定型心绞痛、ＳＴ段抬

高型心肌梗死及非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冠心病

的诊断以１９７９年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规 定 的 诊 断 标 准 为

依据，经冠脉造影证实左主干狭窄３０％以上，及右冠

状动脉、左回旋支、左前降支的主要分支中至少一支

狭窄在５０％以上，即可诊断冠心病。由冠状动脉血

管病变支数的不同将所有患者分为单支病变组、双

支病变组及三支病变组 三 组。泵 功 能 分 级 以 Ｋｉｌｌｉｐ
分级为依据分成４级。
１．４　护理方法

注射过程由 经 验 丰 富 的 专 业 护 士 操 作，在 进 行

皮下注射过程中，根据二组患者所使用的抗凝药 物

不同分成二组注射，二组患者注射总次数＝各自 每

天的注射次数×总住院天数×各组病例总数。磺达

肝癸钠组的总注射次数为１　２００次，低分子肝素组的

总注射次数为２　２０８次。注射方式：二组均以脐为中

心，上下５ｃｍ，左右１０ｃｍ，左右交替并垂直注射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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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实施护理皮下注射。并按照局部压迫时间长短的

不同，将磺达肝癸 钠 组 分 成０、１、２、３及４ｍｉｎ组；而

低分子肝素组分成１、２、３及４ｍｉｎ组。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 学 处 理，所

有数据以珚ｘ±ｓ表 示，分 类 变 量 以 例 数 和 百 分 数 表

示，二 组 间 比 较 采 用ｔ检 验，多 组 比 较 采 用 方 差 分

析，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二组间一般临床资料比较、疗效、安全终点 指

标及并发症的评估

１）由统计结果可知，二组中糖尿病史年限、高血

压病史年限、空腹血糖、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胆

固醇脂蛋白及高密度脂蛋白水平比较，差异有统 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二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及吸烟史

上差异无统 计 学 意 义。对 二 组 冠 心 病 类 型 分 型、血

管病变支数和泵功能分级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磺 达

肝癸钠组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的比例、三支病

变比例、泵功能２级比例和泵功能４级比例较低 分

子肝素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ＰＣＥ术后４８ｈ临床观察显 示，低 分 子 肝 素 组

患者发生血栓栓塞事件、皮下血肿及假性动脉瘤 的

比例显著高于磺达肝癸钠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但二组均未见导管内血栓栓塞事件发 生。
二组间治疗复合终点指标分析显示，二组在再发 心

肌梗死、死亡及复发缺血事件上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

义（Ｐ＜０．０５）。术后并发症分析中，低分子肝素组发

生全身严重出血事件的比例较磺达肝癸钠组显著增

高，二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ＰＣＩ术 前 及 术 后 第 九 天 二 组 间 相 关 临 床 资 料

的比较

磺达肝癸钠组和低分子肝素组二组术前及术后

第九天肌酐、尿素氮、尿酸和血小板计数及纤维蛋白

原分析显示，磺达肝癸钠组和低分子肝素组中术 前

和术后各肾功能指标及纤维蛋白原间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低分子肝素组中术前及术后血小

板计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二种抗 凝 药 物 注 射 后 局 部 压 迫 时 间 与 皮 下 出

血的关系

低分子肝素 组 中，出 血 率 在 局 部 压 迫 时 间 不 同

时间段 的 比 较 中，３ｍｉｎ组 与２ｍｉｎ组 间 的 比 较 差 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余各组间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磺达肝癸钠 组 中，出 血 率 在 各 阶 段 压 迫 时 间 段

间的比较中，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均Ｐ＞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二种抗凝药物注射后局部压迫时间与皮下出血的关系

压迫时间 ｎ ０ｍｉｎ　 １ｍｉｎ　 ２ｍｉｎ　 ３ｍｉｎ　 ４ｍｉｎ

磺达肝癸钠组 １５０ 出血例数 ３　 ３　 ３　 ３　 ２

未出血例数 １４７　 １４７　 １４７　 １４７　 １４８

低分子肝素组 １３８ 出血例数 － ５５　 ５０　 １９　 １５

未出血例数 － ８３　 ８８　 １１９　 １２３

３　讨论

急性冠脉综合征作为死亡率极高的心血管内科

的危重急症。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是抢救该类

患者的最佳治疗方式，该手术可尽早开通梗死相 关

血管，恢复血 流 再 灌 注。临 床 上 抗 凝 药 物 是 以 血 小

板聚集与 血 栓 形 成 的 病 理 生 理 机 制 为 药 物 治 疗 基

础。本研究从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使用不同抗凝药

物间的对比为出发点，从抗凝药物的出血风险、缺血

获益、手术过程与术后并发症、抗凝药物作用下的疗

效与安全性、及护理药物注射过程中局部按压出 血

情况对比为出发点进行对比研究。
普通肝素、低分子肝素、磺达肝癸钠及比伐卢定

等是目前常用的抗凝药物。低分子肝素和磺达肝癸

钠两种抗凝药物在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中降低死亡

率、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及复合终点指标获 益

上存在差异。相 关 研 究 发 现：低 分 子 肝 素 不 仅 能 降

低 急 性 冠 脉 综 合 征 患 者 在 使 用 其 后 的３０ｄ死 亡

率［１］，还能降低 不 良 心 血 管 事 件 的 发 生 风 险［２，３］；磺

达肝癸钠在降低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上也发

挥着类似低 分 子 肝 素 的 作 用［３］。此 外，与 低 分 子 肝

素及普通肝素相比，磺达肝癸钠在降低心肌梗死 患

者的复合终 点 指 标 上 也 存 在 优 势［４－８］，低 分 子 肝 素

的出血风险 显 著 高 于 普 通 肝 素［９］，但 低 于 磺 达 肝 癸

钠，有研究显示非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的出血

事件发生率较低分子肝素比较减少近两倍［４］。因两

种抗凝药物均经肾排泄，因此在老年及肾功能不 全

者患者［１０］使用抗凝药物过程中均建议先计算肾小球

滤过率，以降低出血事件的发生。普通肝素［１１］和低

分子肝素均 可 诱 导 血 小 板 减 少 发 生 血 小 板 减 少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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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鲜有磺达肝癸钠导致血小板减少的报道。此外相

关研究中，术后磺达肝癸钠和低分子肝素使用患 者

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的比例分别为２．５％和５．６％［１２］，
磺达肝癸 钠 的 发 生 静 脉 血 栓 栓 塞 的 风 险 减 少 近 一

半。
本研究中二组术前及术后肾功能相关检测指标

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磺达肝癸钠的复合终点 指

标获益高于低分子肝素，发生血栓栓塞、皮下血肿及

假性动脉瘤风险低于低分子肝素。低分子肝素组术

前及术后血小板减少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磺 达

肝癸钠组 术 前 及 术 后 血 小 板 浓 度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提示磺达肝癸钠不会导致血小板减少。
护理注射是 临 床 护 理 注 射 过 程 中 的 关 键 操 作，

注射不当或注射过程中的相关变化将对患者心理造

成不良影响。在 皮 下 注 射 低 分 子 肝 素 的 过 程 中，注

射次数及按压时间的不同，将产生皮下淤血甚至 出

血等情况，均将引起患者心理焦虑，甚至出现拒绝用

药的情况。而有关磺达肝癸钠在按压时间与出血程

度的研究甚少。相关研究发现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

使用低 分 子 肝 素 后 局 部 按 压 时 间 为１～２ｍｉｎ，本 研

究从两种 抗 凝 药 物 在 用 药 后 按 压 时 间 不 同 进 行 探

究，发现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后局部按压３ｍｉｎ可降

低皮下出血发生，而使用磺达肝癸钠后可不进行 按

压。
综上，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合理使用磺达肝癸

钠不会产生血小板减少症，能降低血栓栓塞事件 及

经皮冠状动 脉 介 入 治 疗 术 后 不 良 心 血 管 事 件 发 生，
在疗效及 安 全 终 点 指 标 的 评 估 上 均 优 于 低 分 子 肝

素。低分子肝素 皮 下 注 射 后 局 部 按 压３ｍｉｎ可 降 低

皮下出血发生，而使用磺达肝癸钠后可不进行按压，
掌握药物在注射后的按压时间点，可减少临床患 者

用药后的焦虑，增加患者对护士操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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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３５４（１４）：１４７７－１４８８
［１０］　Ｆｏｘ　ＫＡ，Ｂａｓｓａｎｄ　ＪＰ，Ｍｅｈｔａ　ＳＲ，ｅｔ　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ｆｏｎｄａｐａ－
ｒｉｎｕｘ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ｎｏｘａｐａｒｉｎ　ｉｎ　ｎｏｎ　ＳＴ－ｓｅｇｍｅｎｔ　ｅｌｅ－
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Ｊ］．Ａｎｎ　Ｉｎｔｅｒｎ
Ｍｅｄ，２００７，１４７（５）：３０４－３１０

［１１］　Ｓａｋｈｕｊａ　Ｒ，Ｙｅｈ　ＲＷ，Ｂｈａｔｔ　ＤＬ．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　ａ－
ｇ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Ｊ］．Ｃｕｒｒ　Ｐｒｏｂｌ
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１，３６（４）：１２７－１６８

［１２］　Ｐａｏｌｏ　Ｇ ，Ｃｈｉａｒａ　Ｂ，Ｇｌｏｒｉａ　Ｐ，ｅｔ　ａｌ．Ｈｅｐａｒ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ｘ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ｅｎｏｕｓ　ｔｈｒｏｍｂｏｅｍｂｏ－
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ｒｏｍｂｏｔ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Ｈａｎｄｂ　Ｅｘｐ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１２，２０７：１７９－２０９

［２０１５—０７—３１收稿　２０１５—０９—１４修回］

·２１１· 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２０１６年１月第１９卷第１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ａｎ．２０１６，Ｖｏｌ．１９，Ｎｏ．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