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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全髋关节置换术"BC,#围术期中患者体温变化对氨甲环酸"BD,#止血作用的影

响& 方法!选取 #$%&2%% E#$%/2$(在该院行单侧BC,患者 &$例%按入院顺序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例&

研究组患者术中应用医用可控式保温毯'医用输血输液加温器'调节手术室环境温度等措施使患者体温保持

在 .& F以上$对照组不做特殊体温保护措施& 比较两组术中失血量情况以及术后输血率等情况& 结果!研

究组术中失血量'术后引流量及隐性失血量均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G$H$'#& 研究组术后即刻

血红蛋白水平和术后第 . 天血红蛋白水平高于对照组%术后凝血酶原时间和输血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G$H$'#& 结论!BC,患者术中体温维持正常可以促进BD,发挥止血功效%减少患者术中'术后失

血量及隐性失血量%降低输血率&

!!"关键词#!全髋关节置换术$!体温$!氨甲环酸$!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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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髋关节置换术"@?@46;5Q 4R@;R?Q64M@<%BC,#是

治疗股骨头缺血性坏死'骨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

炎'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等终末期髋关节病变的

有效方法%可以改善患者功能%缓解疼痛%已在临床

上广泛应用& 但是%BC,手术创伤较大%导致术中

及术后失血量较多%输血率高%大量的失血会增加手

术的风险%而输血也会增加相应输血反应'疾病传播

等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影响患者康

复(%)

& 静脉使用抗纤溶止血药氨甲环酸"@R4:OT4358

485J%BD,#已被证实在 BC,中能够有效地减少术

中'术后失血量(#)

%在临床上已被广泛应用& 但是%

患者的术中体温变化对 BD,止血作用的影响尚不

明确& 本研究对行初次 BC,患者术中采取体温干

预措施"输液加温器'可控式保温毯'调节手术室环

境温度等#%探讨体温变化对BD,止血作用的影响&

@7资料与方法

@A@7一般资料!选取 #$%&2%% E#$%/2$( 在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医院骨科行初次单侧BC,的患者 &$ 例&

按入院顺序将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例&

研究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E)$"&'H&. [

)H)##岁$对照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E)%

"&#H%# [/H&(#岁&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体质量指

数"-ZX#'术前血红蛋白水平'术前凝血酶原时间"\B#

和手术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具

有可比性& 见表 %&

表 %!两组基线资料比较!7"#

!

?[<$%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ZX

"9AK3

#

#

术前血红蛋白
"AK̂#

术前\B

"M#

手术时间
"35:#

研究组 .$ %/ %# &'H&. [)H)# #%H.$ [%H)$ %%&H.+ [(H/) %.H%# [%H%+ (/H'$ [%(H+$

对照组 .$ %+ %& &#H%# [/H&( #%H%$ [%H'$ %#$H'& [/H(+ %#H)& [%H$( ($H/$ [%)H($

0C

!

#

0 %H$)% %H&'+ $H+/. %H).$ %H#'$ %H'(/

! 0 $H.$% $H%$+ $H&.% $H$// $H#%& $H%%&

@AB7纳入与排除标准7纳入标准!"%#行初次单侧

生物型人工BC,的患者$"##结合临床及辅助检查

资料%诊断为股骨头无菌性坏死患者$".#无凝血功

能异常'血栓栓塞病史的患者$"+#术前血红蛋白 ]

($ AK̂'血小板 ]%$$ _%$

(

K̂的患者$"'#麻醉方法

为腰硬联合麻醉的患者& 排除标准!"%#一期行双侧

髋关节置换%或翻修手术者$"##诊断为骨性关节炎'

类风湿性关节炎'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患者$".#凝

血功能异常%或合并血液类疾病的患者%合并有恶性

肿瘤的患者$"+#合并严重心肺疾病%或重度肝肾功能

异常的患者$"'#既往有血栓栓塞病史的患者$"&#术

前 %周内使用抗凝药物的患者$")#研究组中经过体

温干预后仍出现术中低体温的患者" G.& F#%对照

组中术中体温正常的患者" ].& F#&

@AC7治疗方法7"%#手术方法!所有接受 BC,患

者均在手术前 .$ 35: 内静脉滴注 %H$ ABD,"瑞阳

制药有限公司 %($%%%%##%首次使用 BD,后 . ; 再

次静脉滴注 %H$ A的 BD,%术后拔管开始使用抗凝

药物"口服利伐沙班 %$ 3AKJ#& 麻醉方法采用腰硬

联合麻醉& 由同一名有经验的手术医师进行 BC,%

取前外侧入路切口%切开皮肤及皮下组织后打开阔

筋膜张肌%将臀中肌'臀小肌部分切断用丝线标记%将

关节囊切开%暴露股骨头并脱位%于小转子上 $H' 83

截骨%用髋臼拉钩暴露髋臼%清理滑膜及周围盂唇%

在打磨髋臼及扩股骨柄%选用合适生物型人工髋关

节假体"美国强生或者国产普鲁士#进行安装& 研

究组术中所有输液都经过医用输血'输液加温器

"佛山市奇汇医疗 B̀%/$$#加温后"使输注液体温

度达到 .)H$ E./H$ F#再予患者输注%并且让患者

在有医用可控式保温毯的手术台上接受手术%覆盖

棉被保暖%同时将手术室的环境温度调节在 #+H$ E

#&H$ F& 术中可根据患者体温变化情况调节医用

可控式保温毯和医用输血输液加温器的温度$术后

继续使用医用可控式保温毯和医用输血'输液加温

器干预至麻醉复苏%使患者围手术期体温维持在
"

.&H$ F& 对照组在围术期不做特别的保温干预处

理%仅手术室温度调节至术者适宜温度"约 #+ F#&

"##术后处理!所有研究对象引流管接负压引流袋

全负压引流& 麻醉清醒后嘱患者进行患肢踝关节背

伸'跖曲等踝泵功能锻炼%家属对患者患肢肌肉进行

按揉%予双下肢间歇式气压治疗以预防下肢深静脉

血栓形成& 术后 +/ ; 拔除引流管%复查 D线片%如

无异常嘱患者下床扶拐杖或助行器进行患肢免负重

功能锻炼& 拔除引流管后予每日口服 %$ 3A利伐沙

班片"-4<OR,a生产批号 #$%/%$/%#抗凝治疗以预

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疗程为 + 周& 围术期予多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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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镇痛措施处理&

@AD7观察指标7"%#患者的一般临床病历资料!如

性别'年龄'身高等& "##围术期体温!采用心电监

护仪"飞利浦%ZD+'$#上的一次性体温探头测量并

记录患者腋下的术前体温'麻醉开始时体温及术中

平均体温& ".#围术期失血情况!由术中巡回护士

根据冲洗伤口液体量'吸引器吸引量及血纱使用情

况计算并记录患者的术中失血量$由病房护士测量

记录术后引流量$隐性失血量根据 U4J6OR公式(.)计

算并记录& "+#术前'术后血红蛋白情况及\B!患者术

后返回病房即刻及术后第 . 天抽血进行检测"a1Z%

\RO35OR.$$$#%记录血红蛋白水平及 \B& "'#输血

人数及输血率!记录患者围手术期输血的情况%术中

输血由麻醉医师在术中根据血红蛋白含量情况决

定%术后血红蛋白含量G/$ AK̂给予输血&

@AE7统计学方法7应用 *\**%/H$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

?[<#表示%两组

间比较采用成组 0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f#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G$H$'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B7结果

BA@7两组围术期体温比较7研究组和对照组在术

前及麻醉开始时体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研究组手术过程中的平均体温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G$H$'#& 见表 #&

表 #!两组围术期体温比较!#

!

?[<$"F%

组!别 例数 术前体温 麻醉开始时体温 手术中平均体温

研究组 .$ .&H)$ [$H&' .&H&$ [$H'/ .&H&$ [$H+.

对照组 .$ .&H'$ [$H+/ .&H+$ [$H.# .'H%$ [$H++

0 0 %H.'& %H&'+ %.H.'+

! 0 $H%/$ $H$(/ $H$$$

BAB7两组围术期失血情况比较7研究组术中失血

量'术后引流量及隐性失血量均少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G$H$'#& 见表 .&

表 .!两组围术期失血情况比较!#

!

?[<$"36%

组!别 例数 术中失血量 术后引流量 隐性失血量

研究组 .$ #+$H/& [&'H)/ +..H(' [)#H#& #&%H/$ [.#H/%

对照组 .$ .#$H.# [)$H+/ '%%H)% [/'H&& ./#H/# ['(H+/

0 0 +H'%+ .H/$% (H)'/

! 0 $H$$$ $H$$$ $H$$$

BAC7两组术后血红蛋白和\B比较!研究组术后即

刻血红蛋白水平和术后第 . 天血红蛋白水平高于对

照组%术后\B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G

$H$'#& 见表 +&

表 +!两组术后血红蛋白和\B比较#

!

?[<$

组!别 例数
术后即刻

血红蛋白"AK̂#

术后第 . 天
血红蛋白"AK̂#

术后\B

"M#

研究组 .$ %$%H'+ [(H.. %$$H&% [(H#' %.H#' [$H+#

对照组 .$ ('H%# [%#H+. (%H#( [%#H$% %.H&% [$H'/

0 0 #H#&. .H.&) #H)'+

! 0 $H$#) $H$$% $H$$/

BAD7两组输血情况比较!研究组术中无一例输血%术

后输血 %例".H..f#$对照组术中输血 #例"&H&)f#%

术后输血 / 例"#&H&)f#& 两组术中输血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g$H'%)%!g$H+#)#%术后输血

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g+H)$&%!g$H$.$#&

C7讨论

CA@7围术期低体温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患者在围

术期中机体核心体温低于 .&H$ F的症状%亦称围术

期意外低体温%临床上认为核心体温 .+H$ E.&H$ F

为轻度低体温%低于 .+H$ F为中度低体温(+)

& 围术

期低体温的发生率在 #$H$f E)+H$f之间%其在各

报道间的差异较大%即使是对于无基础疾病的患者%

其围术期体温也会降低 $H' E%H' F

(' E))

& 有研究(/)

显示%BC,患者围术期低体温的发生率为 #&H(f%

意味着有超过 %K+ 的 BC,患者在围术期发生低体

温& 本研究通过在围术期应用多种保温措施对患者

进行干预%使患者术中体温维持在 .&H$ F以上%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CAB7BC,围术期失血除了在手术创面的直接出血

外%大部分失血情况是由于手术创伤应激反应致机体

纤溶反应增强而导致的%约占总失血量的 &$f

(()

&

谢锦伟等(%$)认为初次髋'膝关节置换术后纤溶反应

亢进是导致围术期大量失血的重要因素& BC,患

者的纤溶过程于手术开始时即被激活(%%)

%因此在外

科手术%尤其是脊柱矫形外科手术中%抗纤溶药物已

被广泛使用于减少围术期失血量& 其中%赖氨酸类

抗纤溶药物%包括BD,'&2氨基已酸和氨甲苯酸等在

外科手术中大量应用%其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抑制

纤溶酶原激活抑制纤溶反应%稳定纤维血栓%从而达

到止血作用& 有研究(#)证实 BD,在 BC,中能有效

降低失血量和输血率%且不增加血栓栓塞风险& BD,

是赖氨酸衍生物%与纤溶酶原上的赖氨酸结合位点

有高度亲和性%可与纤溶酶原结合%封闭纤溶酶原上

的赖氨酸结合位点%阻止纤溶酶原与纤维蛋白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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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抗纤溶作用%发挥止血效果(%#)

& 围术期低体温

会导致凝血功能障碍%增加手术失血量和输血率(%.)

&

h4R65:A@?:等(%+)认为%凝血酶的产生受低温影响%\B

和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BB#受低体温显著影

响& 低温可使凝血酶原的酶动力学活性降低%并使

血小板的形态和功能受到影响%损伤血小板凝聚功

能%凝血级联反应受到抑制%凝血物质的活性下降%

纤溶系统被激活%降低了血液黏滞度%术中失血量明

显增加(%')

& 本研究中%对照组术后\B高于研究组%

考虑为低体温使凝血酶原的酶动力学活性降低所

致& 同时%保温护理可以降低BC,患者术中低体温

及术后寒战发生率%缩短患者麻醉苏醒时间%保护凝

血功能(%&)

&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术中出血

量'术后引流量'隐性失血量和输血率低于对照组%

而术后血红蛋白水平高于对照组%这与李红英和陈

晓玉(%))的研究结果相似&

综上所述%在BC,中维持患者体温正常可有助

于BD,发挥止血功效%减少患者术中失血量'术后

引流量及隐性失血量%降低输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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