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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甲环酸纱布在膝关节置换术中的止血作用探讨

刘江锋!冯
!

金!张占修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邢台市人民医院关节骨科!河北邢台
"96"""

%

!!

摘
!

要#目的
!

观察氨甲环酸纱布在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中的止血效果及安全性'方法
!

将
$"

例拟行单

侧全膝关节置换术的重度骨关节炎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普通纱布组与氨甲环酸纱布组!每组
#"

例!

!

组

患者均不使用止血带进行手术!普通纱布组术中使用普通纱布进行压迫止血!氨甲环酸纱布组使用带有氨甲环

酸的纱布进行压迫止血'记录术中失血量&术后引流量!围术期总失血量&隐性失血量&输血人数&血红蛋白

"

[H

%下降水平!以及患肢深静脉血栓情况!并进行比较'结果
!

氨甲环酸纱布组的术中失血量&总失血量&隐

性失血量&

[H

下降水平及输血人数方面均少于普通纱布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

"0"9

%'氨甲环酸纱布组在

术后引流量&深静脉血栓发生率方面!

!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结论
!

在无止血带情况下进行膝

关节置换手术!术中使用氨甲环酸纱布止血能够明显减少总出血量&降低输血率!不增加静脉血栓的发生率!安

全有效'

关键词#全膝关节置换术$

!

氨甲环酸纱布$

!

止血带$

!

失血

中图法分类号#

5$:406

文献标志码#

7

文章编号#

3$4!&8699

"

!"3:

%

!3&#!4#&"#

!!

膝关节置换术目前已经成为治疗终末期骨关节

炎的最可靠方法"然而这种手术会伴有大量的失血"

总失血量为
9""

#

39""'<

,

3

-

#大量的失血必然导致

高输血率"文献,

!

-报道膝关节置换术输血率高达

3408E

#

9408E

"输血会引起溶血+疾病传播及住院

费用增加#控制出血仍是目前需要重点关注的课题"

使用止血带是目前广泛应用的止血方法"然而放松止

血带后会激活机体纤溶系统"进一步增加术后出血"

其总出血量并不会减少#目前氨甲环酸已被公认为

在膝关节置换术中能有效减少出血"然而其最优的使

用方法仍在争论中"本研究观察了一种新的方法222

氨甲环酸纱布在膝关节置换术中的止血作用#

$

!

资料与方法

$0$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3$

年
9

月至
!"34

年
9

月收治的
$"

例重度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为研究对

象"其中男
!9

例"女
#9

例*年龄
63

#

:!

岁"平均

&

$609D:0!

'岁*其中左膝
!!

例"右膝
#:

例#纳入标

准!&

3

'重度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拟行单侧全膝关节

置换术*&

!

'心+肺+脑等重要脏器功能良好*&

#

'均无

血栓栓塞性疾病病史*&

6

'具有正常的凝血功能*&

9

'

术前未服用影响凝血的药物*&

$

'术前通过询问无氨

甲环酸过敏史#术前将
$"

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

成普通纱布组和氨甲环酸纱布组"每组各
#"

例"

!

组

患者均不使用止血带进行单侧全膝关节置换术"普通

纱布组术中使用普通纱布进行压迫止血"氨甲环酸纱

布组使用氨甲环酸纱布进行压迫止血#所有研究对

象均自愿参与本研究"且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

过本院伦理委员会讨论通过后进行#所有手术均由

同一个麻醉医师对患者进行麻醉"由同一名高年资医

师进行手术"由
#

名研究者组成的研究小组按照随机

对照的原则进行前瞻性临床试验#

!

组患者年龄+性

别+身高+体质量指数&

VA>

'及术前血红蛋白&

[H

'水

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具有可比性#

见表
3

#

表
3

!!

!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

年龄

&

VD;

"岁'

男(女

&

%

(

%

'

身高

&

VD;

"

'

'

体质量

&

VD;

"

R

,

'

VA>

&

VD;

"

R

,

(

'

!

'

术前
[H

&

VD;

"

,

(

<

'

普通纱布组
#" $60#D360# 3#

(

34 30$$D"0!3 4!0!3D!038 !$0!"D#09" 3#"0$4D3"063

氨甲环酸纱布组
#" $#06D:09 36

(

3$ 30$"D"03: 43069D!0"$ !90:"D909" 3#608!D3309!

<

(

!

!

30!$6 "0"$4 "03!4 30!!6 "04:4 30:89

3 "0!33# "0489: "0:886 "0!!98 "06#69 "0"$#3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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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方法
!

鉴于目前膝关节置换术中局部使用氨甲

环酸的剂量尚不统一"常用剂量为
3

#

#

,

,

#

-

"如果术

中使用氨甲环酸纱布"会有一部分药物留在纱布上"

所以在制作氨甲环酸纱布时"将
9

,

氨甲环酸和
!9"

'<

生理盐水混合"配制成
!"E

浓度的氨甲环酸溶

液"将
:

块
#"/'g6"/'

大小干净无菌纱布浸入致

完全潮湿"留作术中使用#

!!

手术在腰硬联合麻醉下进行"均不使用止血带"

手术采用膝前方正中纵切口"髌旁入路"外翻髌骨"完

全暴露膝关节"切除前+后交叉韧带及半月板"常规行

滑膜切除"股骨髓内定位"依次行股骨远端截骨"测量

股骨髁大小"前后髁截骨"胫骨髓外定位"胫骨平台截

骨"对于活动性出血使用结扎或电凝止血"对于创面

广泛渗血及截骨面使用纱布填塞压迫止血"直至术中

渗血得到控制"常规在髌上囊+内侧沟+外侧沟+髌下

脂肪垫及内侧+后关节囊各填塞一块氨甲环酸纱布"

胫骨及股骨截骨面各使用
3

块纱布止血"软组织松解

平衡"安装施乐辉&

@

-

'膝关节假体"不置换髌骨"常

规行关节腔内放置引流管
3

根"关闭切口"术后
!6G

后拔除引流管"伤口加压包扎"术毕即拔除硬膜外麻

醉置管#普通纱布组术中使用普通纱布压迫止血"氨

甲环酸纱布组术中使用氨甲环酸纱布止血#

术后常规伤口弹力绷带加压包扎"患肢抬高"局

部冰敷"麻醉恢复后即早期行股四头肌收缩锻炼和踝

泵练习"术后
3!G

开始使用低分子肝素钙
9""">Z

皮下注射"每日
3

次"至术后
3"J

"然后口服利伐沙班

3"'

,

"每日
3

次"至术后
#9J

"术后
!6G

拔除引流管"

开始关节活动度练习及直腿抬高练习"术后第
#

天辅

助下地活动#当
[H

低于
:"

,

(

<

时"或者患者
[H

为

:"

#

3""

,

(

<

"存在头晕+气喘等明显失血症状时

输血#

$0'

!

观察指标
!

观察患肢肿胀程度+伤口愈合情况"

记录术中失血量+引流管引流量"检测术后每日
[H

+

红细胞比容&

[/N

'及术后输血量"根据
@21TT

方程得

出预计总失血总量"隐性失血量
i

理论总失血量
h

输

血量
c

显性失血量#术后
3

周+

3

个月+

#

个月复查患

肢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观察有无深静脉血栓形成"

并注意观察药物的不良反应#

$0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BYBB380"

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及统计学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VD;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3

#

"0"9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氨甲环酸纱布组的术中失血量+总失血量+隐性

失血量+

[H

下降水平均明显少于普通纱布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3

#

"0"9

'#而普通纱布组的术后引流量

与氨甲环酸纱布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

!!

!

组患者术后未见头晕+恶心等氨甲环酸不良反

应表现"氨甲环酸纱布组在术后输血人数明显少于普

通纱布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

"0"9

'*

!

组患者术

后行下肢静脉
V

超检查"普通纱布组有
!

例出现血

栓"氨甲环酸纱布组有
3

例出现血栓"均为肌间静脉

血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出血量'输血人数及静脉血栓情况比较

组别
%

术中失血量

&

VD;

"

'<

'

术后引流量

&

VD;

"

'<

'

总失血量

&

VD;

"

'<

'

隐性失血量

&

VD;

"

'<

'

[H

下降水平

&

VD;

"

,

(

<

'

术后输血

人数&

%

'

术后深静脉

血栓人数&

%

'

普通纱布组
#" 6630!9D#"0:4 3:"044D490"3 3!$90!D366063 9430":D3$0$4 6904#D360"! 36 !

氨甲环酸纱布组
#" #6609:D!$0!! 39$06"D$606! 3"#30:"D!6#0"$ 6390!9D3!09: !:08#D330!3 6 3

<

(

!

!

60!9" 306$" !0:4" 609:" #06#" 408#4 "0#93

3

#

"0"""3 "03684 "0""94

#

"0"""3 "0""33 "0""6: "099#$

'

!

讨
!!

论

!!

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被广泛用于治疗重度骨性

关节炎"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然而手术出血仍

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众所周知"膝关节周围有丰

富的血管网"有膝上内+外侧动脉"膝下内+外侧动脉"

膝降动脉等主干动脉"以及胫前返动脉等交通支"这

种丰富的血供成为术中出血的解剖基础,

6

-

#其次"手

术创伤及止血带的使用改变了内环境"激活了内源性

纤溶系统"加重了出血及红细胞破坏#全膝关节置换

的出血除了术中可见的明显的损伤血管出血外"还存

在隐性失血"隐性失血量占到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总

失血量的
9"E

以上#隐性出血包括关节腔内及关节

周围软组织的血液外渗"以及溶血引起的
[H

下降"

隐性出血主要是手术创伤及术中应用止血带引起的

缺血再灌注损伤"引发纤溶亢进,

9

-

#

结扎+电凝及纱布压迫止血是手术中常用的止血

措施"由于膝关节丰富的血供"以及术中滑膜切除+广

泛的软组织剥离+截骨等"造成术中广泛出血"对于软

组织出血"术中常用普通纱布或可吸收止血材料等压

迫止血#本研究使用黏附有氨甲环酸的纱布用于术

)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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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压迫止血"目前临床上鲜有报道"术中可以观察到

创面出血明显减少"压迫
3"').

后"创面几乎无出

血"将其压迫于截骨面
9').

后"可以确切制止截骨

面的活动性出血及渗血"达到水泥及假体的安放条

件#在具体操作上"手术者通过自己多年的膝关节置

换手术经验"发现髁间窝+髌上囊+外侧间沟等部位为

术中出血较多的部位"应重点给予止血"止血需仔细+

彻底"同时也是氨甲环酸纱布重点压迫的部位#此

外"微创操作和更娴熟的手术技术也是减少术中出血

的重要方面#

氨甲环酸纱布止血除了纱布的压迫止血作用外"

氨甲环酸在局部起到了明显的止血作用"由于氨甲环

酸的抗纤溶作用"以及术中出血后即刻使用"还有该

药物与创面的完全+均匀的接触"使其止血作用更明

显#从研究结果看"氨甲环酸纱布组的术中出血量明

显少于普通纱布组"说明术中及早使用氨甲环酸起到

了止血作用#然而使用这种方法并不会减少术后引

流量#此外由于没有使用止血带"减轻了术者的心理

压力#

控制出血的措施包括使用止血带+微创入路+输

自体或异体血+术后加压包扎+夹闭引流管+用氨甲环

酸等#止血带作为术中最有效的止血措施被矫形医

生广泛应用于膝关节置换"然而止血带的效果目前仍

存在争议#虽然止血带可以减少术中出血"但是放松

止血带后会明显增加隐性出血量"结果总出血量与无

止血带情况下比较并未减少"也不能有效减少输血

率,

$&4

-

#那么"在无止血带的手术操作下"术中出血会

大量增加"如何控制术中出血变得非常重要"局部使

用氨甲环酸纱布无疑为临床提供了新的术中控制出

血的手段#

氨甲环酸会减少膝关节置换术后的出血"已经成

为国内外同行的共识#国内外有大量关于使用氨甲

环酸有效性和安全性方面的研究报道"使用较多的方

式是静脉输注及关节腔内局部使用"或者两者合并使

用"均有明显的止血作用,

:&8

-

#但是术中使用氨甲环

酸纱布这种方法目前鲜有报道#本研究观察到氨甲

环酸纱布组患者手术的总失血量+隐性失血量及
[H

下降水平明显减少"也再次佐证了氨甲环酸的止血作

用#术中使用氨甲环酸纱布可以减少术后输血率"表

明氨甲环酸纱布有利于减少隐性出血及渗出"同时减

少了输血相关并发症及费用"

!

组患者均未出现药物

不良反应"氨甲环酸纱布组也没有增加静脉血栓的发

生率"证明这种方法安全+有效#

综上所述"术中使用氨甲环酸纱布止血能明显降

低手术出血"安全有效#在无止血带情况下使用氨甲

环酸纱布的止血膝关节置换方法"对于具有肢体血管

血栓或者具有血栓高危因素的患者"不失为一种可选

的方法#然而"对于此次报道尚需更大样本的研究来

支持其有效性"另外对于配制不同浓度的氨甲环酸"

其氨甲环酸纱布止血作用是否不同"可以进一步进行

临床实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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