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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血复元汤配合低分子肝素钠预防人工髋关
节置换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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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 (DV T) 形成的中西医结合的预防方法。方

法 :本组 112 例随机分为 2 组 :预防组 52 例和对照组 60 例。预防组联合应用活血复元汤及低分子肝素

钠 ,对照组单纯采用低分子肝素钠进行预防。比较治疗前后两组患者 DV T 发生率、血液流变学、血浆活

化的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PTT)及血浆凝血酶原时间 ( PT) 等指标变化的差异。结果 : ①DV T 的发生率

预防组为 3185 % ,对照组为 8133 % ,两者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 P > 0105) 。②预防组用药后血液流变学

各项指标与术后 2 d 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P < 0101 或 P < 0105)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亦有显著性意

义 ( P < 0101 或 P < 0105) 。③预防组用药后 APTT 和 PT 明显延长 ,与术后 2 d 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P < 0101)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亦有显著性意义 ( P < 0101 或 P < 0105) 。结论 :活血复元汤配合低分子

肝素钠可有效预防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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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with Huoxue Fuyuan decoction( 活血复元汤) combined with low molecular heparin sodium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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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 To explore better methods preventing from deep veins thrombosis(DV T) of lower

extremity after artificial hip replacement . Methods : One hundred and twelv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andomly :prevention group (52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60 cases) . The patients of preven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Huoxue Fuyuan decoction (活血复元汤) combined with low molecular heparin sodium to de2
crease occurrence of DV T and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ith low molecular heparin sodium simply. The inci2
dence of DV T ,hemorheology ,APTT and PT were detec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 Results :①After treatment the incidence of DV T was 3185 % in prevention group after artifi2
cial hip replacement and 8133 % in control group. The two values ha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 P > 0105) . ②In

prevention group , the values of hemorheology indices detected after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t from

those at the 2nd day after operation ,as well as those in control group ( P < 0101 or P < 0105) . ③Compared

with those detected at the 2nd day after operation and in control group ,APTT and PT in prevention group de2
layed significantly( P < 0101 or P < 0105) . Conclusion :Treatment with Huoxue Fuyuan decoction (活血复元

汤) combined with low molecular heparin sodium is effective to prevent from DV T of lower extremity after ar2
tificial hip replac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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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02 年 5 月 - 2004 年 4 月 ,采用中西医结合

疗法预防髋关节置换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 (DV T) 形

成 ,并对其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了随机对照研究 ,

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1 　一般资料 　选择自 2002 年 5 月 - 2004 年 4 月

髋关节置换手术患者中年龄在 40 岁以上 ,行血常

规、凝血功能及肝肾功能检查 ,排除有出血倾向及凝

血机制障碍患者 ,排除 3 个月内有血栓栓塞性疾病

者。共 112 例进行随机双盲分组对照研究 ,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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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例 ,女 67 例 ;年龄 41～91 岁 ,平均 6816 岁。疾病

类型 :股骨颈骨折 69 例 ,股骨颈骨折术后不愈合

7 例 ,骨性关节炎 5 例 ,类风湿性关节炎 2 例 ,强直性

脊柱炎 2 例 ,全髋术后翻修 11 例 ,股骨头缺血坏死

12 例 ,髋臼发育不良并骨性关节炎 2 例 ,髋臼发育不

良并股骨头缺血坏死 2 例。共置换 124 髋 ,其中行全

髋置换术 57 髋 ,双极人工股骨头置换术 42 髋 ,单极

人工股骨头置换术 25 髋。以上手术均在全麻下进

行 ,常规输血补液 ,术后早期功能锻炼。

112 　分组与用药方法 　将 112 例患者 ,随机分为预

防组 52 例和对照组 60 例。对照组 :单纯应用低分子

肝素 钠 ( 齐 征 , 齐 鲁 制 药 厂 ; 批 号 : 国 药 准 字

X200000096 ,X200000097)进行预防。于手术前一晚

腹壁皮下注射齐征 2 500 IU ,术后每天继续腹壁皮

下注射齐征 5 000 IU ,分早晚 2 次注射 ,连续用药至

术后第 7 天。预防组 :联合应用低分子肝素钠及活

血复元汤进行预防。用药方法 :低分子肝素钠术前

用法用量同预防组 ,术后用量减半 ,即 2 500 IU 于晚

间注射。并配合口服活血复元汤进行预防 ,组方如

下 :红花 30 g ,丹参 15 g ,川芎 15 g ,当归 15 g ,黄芪

15 g ,牛膝 15 g ,水蛭 3 g ,赤芍药 15 g ,桑寄生 12 g ,

茯苓 10 g ,木瓜 15 g ,苍术 10 g ,黄柏 10 g。术前 3～

5 d 开始服用 ,每日 2 次 ,早晚分服 ,手术当天停用 ,

术后继服至术后第 7 天。

113 　观察指标及方法 　术后每天密切观察患者有

无深静脉血栓形成或肺栓塞的症状和体征 ,并监测

术前术后患肢髌骨下缘下 15 cm、髌骨上缘上 15 cm

肢体周径 , 若发现上述任一测量值较术前值大

210 cm ,或发现有深静脉血栓形成或肺栓塞的症状

和体征 ,立即行无创伤双侧下肢静脉彩色多普勒超

声显像仪检查确诊 ,其他无症状的患者术后第 7 天

常规行双侧下肢静脉彩色超声多普勒检查。所有患

者均于手术前 2 d、手术后 2 d 及手术后第 8 天 (用药

后)行血液流变学、血浆活化的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PTT)及血浆凝血酶原时间 ( PT) 检查。根据下肢

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诊断标准[1 ] ,且由不知分组情况

的同一组有经验的超声诊断室医师进行分析诊断。

114 　用药安全性监测 　用药期间每天检查有无伤

口出血或注射部位皮下出血 ,以及其他出血征像。

记录两组患者术中输血量、出血量及术后伤口引流

血量 ,并每周 2 次监测血小板计数 ,密切观察有无药

物过敏及其他不良反应。

115 　统计学处理 　所有资料均采用 SPSS 11. 0 软

件包进行数据处理 ,计数资料应用χ2 检验 ,计量资

料应用 t 检验。

2 　结果

211 　DV T 发生率 　112 例患者中 ,用药后共有 7 例

发生 DV T(下肢静脉彩色超声多普勒检查确诊) ,发

生率为 6125 %。其中 ,对照组 60 例中 5 例发生DV T

(股骨颈骨折人工股骨头置换术 1 例 ,股骨颈骨折全

髋置换术 1 例 ,股骨颈骨折术后不愈合全髋置换术

1 例 ,髋关节置换术后全髋翻修术 1 例 ,股骨头缺血坏

死全髋置换术 1 例) ,发生率为 8133 %;预防组 52 例中

2 例发生 DVT(全髋置换术后翻修 1 例 ,强直性脊柱炎

1 例) ,发生率为 3185 %。经统计学处理两组差异无显

著性意义 ( P > 0105) 。

212 　两组患者用药前后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变化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血液流变学指标变化 ( �x ±s)

Tab. 1 　Changes of hemorheology indexes of two groups ( �x ±s)

Indexes

Prevention group Control group

Before

operation

Two days

after operation
After drugs

Before

operation

Two days

after operation
After drugs

Low viscosity of whole

blood (mps)
9176 ±1145 10151 ±1163·· 8139 ±1121 3 △ 9175 ±1105 10180 ±1157· 10139 ±1113

High viscosity of whole

blood(mps)
3183 ±0181 4122 ±0187·· 3153 ±0160 3 △ 3191 ±0163 4135 ±0171· 4124 ±0180

Plasm viscosity of capil2
lary (mps)

1140 ±0114 1148 ±0110· 1142 ±0113 3 3 △ 1139 ±0112 1149 ±0112· 1151 ±0110

Hematocrit ( %) 38176 ±3111 39185 ±3107 38169 ±2164 3 3 △ 38187 ±4176 40135 ±3129·· 40126 ±3136

Hemagglutination index 2101 ±0127 2130 ±0134· 1196 ±0130 3 △ 1198 ±0129 2128 ±0131· 2127 ±0125

Fibrinogen ( G/ L) 4195 ±1116 5106 ±1113 4187 ±0191 △△ 5101 ±1107 5127 ±1132 5128 ±1115

注 :手术前后比较 ,·P < 0101 ,··P < 0105 ;预防组用药后与术后 2 d 比较 , 3 P < 0101 , 3 3 P < 0105 ;与对照组用药后比较 , △P < 0101 , △△P <

0105。下同。

Note :Comparison between pre2operation and post2operation ,·P < 0101 ,··P < 0105 ; Comparison between giving drugs and two days after operation of

prevention group , 3 P < 0101 , 3 3 P < 0105 ;Comparison between two groups after drugs , △P < 0101 , △△P < 0105. Follows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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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两组患者用药前后 APTT 和 PT 指标变化 　见

表 2。

214 　安全性评估 　所有患者均无药物过敏反应 ,仅

2 例患者出现注射部位皮下瘀斑 ,经热敷后消褪 ,其

他患者未见明显出血征像。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及

术后伤口引流血量相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 P > 0105) ,

两组患者用药前后血小板计数变化 ,经统计学分析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 P > 0105) (见表 3) 。

表 2 　两组患者 APTT和 PT指标变化 (秒 , �x ±s)

Tab. 2 　Changes of APTT and PT of two groups(s , �x ±s)

Indices

Prevention group Control group

Before operation
Two days

after operation
After drugs Before operation

Two days

after operation
After drugs

APTT 31192 ±4167 28173 ±5138· 34125 ±4118 3 △ 32113 ±4191 29189 ±4135· 31102 ±4123

PT 12165 ±2101 11185 ±114·· 12189 ±1168 3 △△ 12183 ±1172 11174 ±1152· 12106 ±1185

表 3 　两组患者血小板计数变化 ( ×109/ L , �x ±s)

Tab. 3 　Changes of platelet count of two groups( ×109/ L , �x ±s)

Groups cases
Before

drugs

After drugs

1 day 4 days 7 days 10 days

Prevention group 52 173 ±28 186 ±67 236 ±44 197 ±32 205 ±68

Control group 60 165 ±43 176 ±57 253 ±52 209 ±29 187 ±72

3 　讨论

311 　活血复元汤的组方特点及疗效分析 　针对髋

关节置换手术后患者以瘀血阻络为主 ,以肝肾亏虚、

水湿停聚为辅的病机特点 ,我们确立了以活血化瘀

为主 ,补益肝肾、利湿消肿为辅的治疗原则。现代药

理研究证实 ,水蛭、丹参等及其复方具有稳定血管

壁 ,清除氧自由基 ,减轻血管内皮细胞损伤 ,保护血

管内膜的作用。当归的多种制剂均能使动物血管外

周阻力降低 ,使血管扩张 ,器官血流量增加[224 ] 。中

药活血复元汤可明显改善血液高凝状态 ,保护血管

内膜 ,加速静脉血液回流 ,是预防髋关节置换手术后

DV T 的有效措施。

312 　中西医结合用药的意义 　低分子肝素被广泛

用于预防外科手术术后及生理高凝状态下 DV T 的

发生[5 ,6 ] 。根据现代药理研究 ,活血复元汤主要作用

表现在 : ①降低血液黏滞度及抑制血小板的聚集作

用和黏附作用 ; ②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增强机体对手

术创伤的耐受能力和术后的愈合能力 ; ③改变红细

胞的变形能力 ,提高组织单位时间血流量 ,利于创伤

修复 ; ④调节水电解质平衡 ,减轻或消除肢体肿胀 ;

⑤与西药产生协同作用 ,增强疗效 ,并减少西药的用

量。另外 ,与西医抗凝药物不同的是本方在预防血

栓形成及溶解微血栓的同时 ,并不会增加出血倾向 ,

体现了中药双向调节的特点。

313 　中西医结合疗法的可行性 　中药对髋关节置

换术后 DV T 的预防作用已为国内学者所证实[7 ,8 ] 。

本研究中 ,DV T 发生率预防组为 3185 % ,对照组为

8133 %。预防组用药后患者血液的高凝状态明显改

善 ,活化的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及凝血酶原时间明显

延长 ,提示中西医联合用药在降低髋关节置换术后

DV T 的发生率方面 ,与低分子肝素钠疗效相当或可

能更佳 ,并减少了低分子肝素钠的用量。但由于本

研究样本例数有限 ,尚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经统计学

处理 ,两组 DV T 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 ,有待进一步

研究。尽管本研究样本例数有限 ,但仍可明显反应

出两组患者髋关节置换术后 DV T 的发病趋势 ,并证

实了低分子肝素钠及中草药预防外科手术后下肢

DV T 发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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