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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G0O

#治疗早期肝衰竭的临床疗效及护理$方法
!

选取早期肝衰竭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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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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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观察治疗前%后血清总胆红素"

1ZLS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0S1

#%凝血功能等改善情况$结果
!

采用
TX+

G0O

治疗后!患者总有效率为
VV,V/.

!血清
1ZLS

%直接胆红素%凝血氨%

0S1

%总胆汁酸%白细胞介素
+)

%肿瘤坏死因子
+

*

均较治

疗前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凝血酶原活动度较治疗前明显升高!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认

真做好
TXG0O

治疗过程的护理!是确保
TXG0O

治疗安全和预防并发症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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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是目前治疗不可逆重型肝衰竭最行之有效的手段

之一#但受肝脏来源'患者经济条件及医生技术水平等的影响#

临床应用受限)

'

*

(人工肝支持系统$

0SOO

%能暂时替代肝脏的

解毒功能#清除患者体内的毒性物质#改善机体内环境#为肝移

植或肝细胞再生赢得宝贵时间(双重血浆分子吸附系统$

TX+

G0O

%是人工肝支持治疗模式的一种#且已被纳入,非生物型

人工肝治疗肝衰竭指南$

#"')

年版%-

)

#

*

#临床应用中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

TXG0O

治疗操作主要由护士完成#护士的操作水

平及治疗过程中对患者的观察及护理是
TXG0O

顺利进行的

必要条件#故在
TXG0O

治疗过程中护理人员发挥着重要作

用#对预防并发症#提高治疗质量具有重要影响(本研究对

TXG0O

治疗早期肝衰竭进行疗效观察及护理#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因肝衰竭

在本院住院接受人工肝治疗的患者共
-!

例作为研究对象#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W!,-(

%岁(

$,/

!

纳入和排除标准

$,/,$

!

纳入标准
!

符合,肝衰竭诊治指南$

#"'#

年版-的诊断

标准&发病起因为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入组前无特大疾病和

精神障碍史&自愿参与配合医务人员的指导和安排(

$,/,/

!

排除标准
!

同时合并有严重心'脑'血液系统疾病&药

物或酒精等引起的肝衰竭&妊娠或哺乳期妇女&资料缺失者(

$,'

!

治疗方法
!

患者入院后均给予补充甘草酸二胺'复合维

生素
Z

'

Q

及微量元素'多烯磷脂酰胆碱等对症治疗#维持水'

电解质平衡及并发症治疗等(同时在德国费森公司的
QRR1

机上选用
QUUF

模式#通过血浆分离器$贝而克合翔医疗设备

有限公司%分离血浆#对分离的血浆再串联
Td*-"

胆红素血浆

吸附器$佛山市博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
F0**"+#

树脂型灌

流器$珠海健帆生物科技股分有限公司%行血浆吸附治疗(给

予患者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首次剂量
)"

!

V"H

"

N

9

&血流速

度!

'-"?S

"

?34

#血浆分离速度!

*"

!

-"?S

"

?34

#灌流时间!

#,"

!

#,-:

#血浆处理量!

!S

(

#,"

!

#,-:

后撤下血浆分离

器'

F0**"+#

灌流器'

Td*-"

胆红素血浆吸附器后再序贯行

QUUF

治疗)

*

*

(根据患者病情采取每日或隔日治疗
'

次#

*

!

-

次为
'

个疗程(

$,1

!

疗效及检测指标

$,1,$

!

临床疗效
!

根据中华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会人工肝学

组制订的
0SOO

适应证'禁忌证和疗效判断标准进行疗效判

定)

!

*

(显效!治疗后症状完全消失#同时伴黄疸消退#各项指标

恢复正常&有效!治疗前的症状得到改善#各项指标水平下降超

过
!".

&无效!病情未改善或恶化(

$,1,/

!

检测指标
!

治疗前'后检测患者血清总胆红素

$

1ZLS

%'直接胆红素$

TZLS

%'总胆汁酸$

1Z0

%'丙氨酸氨基转

移酶$

0S1

%'凝血氨$

JF

*

%'凝血酶原活动度$

1X0

%'白细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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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S$KG6AQ<34

!

T6;6?K6B#"'(

!

U2<,'!

!

J2,#!



介素
+)

$

LS+)

%'肿瘤坏死因子
+

*

$

1Ja+

*

%等水平(

$,2

!

护理方法

$,2,$

!

治疗前护理
!

治疗前行实验室检查评估患者病情#本

组
-!

例肝衰竭患者有
''

例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给予多巴胺稳

定血压(同时#因患者受病情折磨使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

治疗前护士在常规护理时应注重心理指导及健康教育)

-

*

#以改

善患者悲观'消极情绪#加强患者及家属对
TXG0O

治疗模式

的认识#提高
TXG0O

治疗的依从性(

$,2,/

!

治疗中护理
!

$

'

%置管处出血'血肿(因患者凝血功能

异常#并且在行
TXG0O

治疗过程中应用肝素抗凝#易导致置

管处出血'血肿发生)

)

*

(为避免这一不良反应发生#治疗前应

对患者的体质量进行准确评估#并根据凝血功能检测结果准确

评估患者的肝素抗凝用量#遵循个体化原则(常规肝素首次剂

量
",-

!

',"?

9

"

N

9

#追加
'"

!

#"?

9

"

:

#治疗结束后给予相当

剂量鱼精蛋白中和肝素#减少出血风险#并在治疗结束前
",-:

停止追加肝素#治疗结束后行肝素封管#固定好插管(本组有

*

例患者发生出血或血肿症状#通过沙袋压迫止血#同时给予

止血敏和凝血酶原复合物处理#出血'血肿均得到有效改善(

$

#

%低血压(在行
TXG0O

治疗时因体外循环血液较多#治疗

开始时患者容易出现低血压#为避免低血压发生#治疗前根据

患者情况给予补充血浆'升压药物处理(本组有
#

例患者出现

低血压#通过补充葡萄糖'生理盐水扩溶治疗#并给予多巴胺升

压治疗患者血压稳定($

*

%寒战'高热及凝血护理(行
TX+

G0O

治疗时#由于患者体内有效血流量减少#加上血浆分离

器'灌流器相对于血液都属于异物#易发生过敏反应(本组有

'

例患者出现寒战'高热#通过给予地塞米松治疗后症状消失(

接受
0SOO

治疗的患者若抗凝药物剂量不足#易出现凝血症

状)

(

*

(本组有
'

例患者发生静脉壶凝血#在第
#

次治疗时给予

加大肝素用量后#患者完成治疗#无不良反应发生(

$,2,'

!

治疗后护理
!

$

'

%置管感染(治疗后常规留置导管#观

察留置导管内是否有渗血'出血现象#保持局部干燥#每天换药

'

次#若敷料出现渗血或潮湿应立即更换(同时观察伤口皮肤

颜色变化#发现异常及时报告#由主管医生对症处理(用药期

间还应观察体温波动情况#避免感染发生($

#

%病情观察及教

育(治疗结束后抽血复查患者肝功能及凝血功能#注意观察患

者是否有出血现象发生(本组病例治疗后无出血发生(

TX+

G0O

治疗后
'

!

*A

因代谢继续释放的有毒物质进入血液#临

床生化指标会出现.反跳/现象#患者多不了解#误认为是效果

差#会出现抑郁'消极情绪#对医护人员产生怨恨)

V

*

(因此#护

士应根据患者的治疗情况给予针对性'个性化的健康指导#将

TXG0O

治疗过程中相关知识和护理告知患者#并对落实情况

进行跟进#确保治疗安全进行(

$,)

!

统计学处理
!

本研究数据录入及分析均采用
OXOO#","

统计软件完成#计量资料以
IWA

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

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
!

# 检验(检验水准
*

]","-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临床疗效
!

采用
TXG0O

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均有不

同程度的改善(

-!

例患者治疗后显效
''

例$

#",*(.

%#有效

*(

例$

)V,-#.

%#无效
)

例$

'',''.

%#总有效
!V

例$

VV,V/.

%(

/,/

!

TXG0O

治疗前'后各项检测指标比较
!

见表
'

(除

1X0

较治疗前明显升高外#

1ZLS

'

TZLS

'

1Z0

'

JF

*

'

0S1

'

LS+

)

'

1Ja+

*

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TXG0O

治疗前#后各项检测指标比较%

IWA

&

时间
, 1ZLS

$

$

?2<

"

S

%

TZLS

$

$

?2<

"

S

%

1Z0

$

$

?2<

"

S

%

JF

*

$

$

?2<

"

S

%

治疗前
-! *V#,-(W'(V,)# #/","/W')*,V" !-,)VW*#,)" #'#,/#W'#",/-

治疗后
-! #-),(*W'#-,-- '(/,''W''",)/ *",(/W'*,** /",V-W!*,"-

< !,"'* *,#"! #,!V- -,"/!

! ",""/ ","'* ","** ",""!

组别
, 0S1

$

H

"

S

%

1X0

$

.

%

LS+)

$

@9

"

?S

%

1Ja+

*

$

@9

"

?S

%

治疗前
-! /(*,)/W#-#,/# *#,V/W/,/) *#,)#W'),"" !",-#W#),"*

治疗后
-! (##,#*W'*V,(' !-,('W##,)" 'V,#(W(,)' #),-#W'!,(!

< !,/"V \#,V/- -,!V) #,))V

! ",""- ","#V ",""' ","*'

/,'

!

并发症发生情况
!

-!

例患者治疗期间共
/

例$

'),)).

%

患者发生不良反应#其中置管处血肿'出血
*

例$

-,-).

%#低血

压
#

例$

*,(".

%#置管感染
'

例$

',V-.

%#寒战'高热
'

例

$

',V-.

%#凝血
#

例$

*,(".

%(

'

!

讨
!!

论

!!

我国是病毒性肝炎高发国家#有调查显示#我国乙型肝炎

病毒携带者约
",/

亿#慢性肝炎患者约
*"""

万#终末期肝病

患者约
V""

万#每年死于肝病的患者约
-"

万)

/+'"

*

(目前#对于

肝病的治疗仍然以内科综合治疗为基础#但一直无特效药物可

用#且治疗效果多不理想#总病死率高达
-".

!

V".

(随着医

疗技术水平的进步#人工肝技术应用于临床#

0SOO

简称人工

肝#是由
O2BB68342

首次提出#是指借助体外循环装置#通过血

浆置换'血浆吸附'血液滤过'血浆灌流等方式和方法#清除各

种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补充蛋白质和凝血因子#维持患者内环

境的稳定#暂时替代肝脏的部分功能#促进患者肝细胞的再生

及肝功能的恢复(当前临床上应用最广泛的人工肝技术是血

浆置换#血浆置换之所以能够被广泛应用#是因为它能够迅速

清除肝脏毒物#迅速补充抗凝血物质#改善凝血状态&补充清蛋

白#增强营养&补充免疫球蛋白#改善患者免疫功能(血浆置换

也存在潜在缺点#如对血浆依赖&传染疾病#血浆过敏等不良反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S$KG6AQ<34

!

T6;6?K6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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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冷冻血浆中含有枸橼酸盐#不利于肝细

胞再生&诱发脑水肿'肺水肿等(故血浆置换的应用也受到一

定限制(

TXG0O

是由珠海健帆公司首创的治疗模式#即在血浆分

离后#将血浆依次经过
Td*-"

胆红素吸附器和
F0**"+#

血液

灌流器再回输到患者体内#这种全新的组合治疗模式#采用阴

离子交换树脂和中性大孔树脂两种吸附剂联合应用#协同作

用#增强效果(

TXG0O

在迅速改善黄疸症状的同时还可清除

炎症介质等有害物质#且需补充血浆#没有经血液传播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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