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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毒血凝酶联合垂体后叶素在经支气管动脉栓塞	

治疗咯血中的作用

蒲波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重庆 404000)

[摘　要]	 目的：观察蛇毒血凝酶联合垂体后叶素在经支气管动脉栓塞治疗的咯血患者中的作用。方法：选

取2017年5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120例经支气管动脉栓塞治疗的咯血患者按随机数表法分成观察

组和对照组，每组各60例。对照组给予垂体后叶素静脉滴注，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蛇毒

血凝酶。对比两组治疗效果、凝血功能及治疗安全性。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前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活化部分凝

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凝血酶时间(thrombin time，TT)水平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PT，APTT，TT水平明显低于治疗前，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治疗后PT，APTT，TT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P<0.0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蛇毒血

凝酶联合垂体后叶素能有效提高经支气管动脉栓塞治疗的咯血患者的治疗效果，且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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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venomous hemocoagulase combined with pituitrin 
in patients with hemoptysis treated with  

tracheal artery embo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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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role of venomous hemocoagulase combined with pituitrin in patients with hemoptysis 

treated with transcatheter arterial embolization. Methods: From May 2017 to December 2019, 120 patients with 

hemoptysis treated by bronchial artery embolization were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digital table method (n=60 for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intravenous drip of 

pituitary,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snake venom hemocoagulas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therapeutic effect, coagulation function, and safety of the 2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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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扩张咯血是临床常见的急症，大量反

复性咯血若未及时采用有效手段进行控制，容易

患者容易面临窒息或失血性休克的风险，给生命

安全带来严重威胁[1]。支气管动脉栓塞术是治疗支

气管扩张咯血最有效的方式，但远期疗效与栓塞

材料和栓塞血管水平有关[2]。垂体后叶素具有“内

科止血钳”之称，对支气管扩张咯血具有一定的

治疗效果[3]。蛇毒血凝酶为靶向性止血药物，具有

止血安全、迅速的特点[4]。本研究探讨蛇毒血凝酶

联合垂体后叶素在经支气管动脉栓塞治疗的咯血

患者中的应用效果，以期为临床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17年5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120例经

支气管动脉栓塞治疗的咯血患者作为观察对象。

纳入标准：1 )符合《内科学》 [ 5 ]中的诊断标准及

经支气管动脉栓塞治疗适应证的患者；2 )无智力

障碍，具备接受试验观察的能力的患者；3 )家属

及患者对相关情况清楚知晓，自愿参与试验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 )合并严重心肝肾功

能障碍者；2 )凝血功能障碍所致的咯血者；3 )糖

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等控制不理想者；4 )近期

下肢骨折或关节手术等需要长时间制动者；5 )消

化性溃疡患者；6 )对造影剂过敏者；7 )精神类疾

病及恶性肿瘤患者；8 )妊娠及哺乳期患者；9 )中

途换药物治疗或退出试验者。120例入选患者采用

随机数表法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6 0例。观

察组中男30例，女30例；年龄35 ~72(51.39±11.65)
岁；支气管扩张病程2 ~ 7 ( 3 . 2 8 ± 0 . 9 3 )年；咯血量

500~750(587.39±38.46) mL/d；合并糖尿病4例，

肺部感染3例，肺气肿5例，甲状腺功能亢进1例。

对 照 组 中 男 3 1 例 ， 女 2 9 例 ； 年 龄 3 5 ~ 7 0 ( 5 1 . 1 2 ± 
11.28)岁；支气管扩张病程2~8(3.235±0.95)年；咯

血量550~700(581.81±36.29) mL/d；合并性疾病：

糖尿病3例，肺部感染3例，肺气肿6例，甲状腺功

能亢进1例。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经重庆

三峡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后实施。两组年龄、

性别等情况比较统计学意义均无差异(P>0.05)，具

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均实施支气管动脉栓塞治疗：患者取仰

卧位，于右侧腹股沟韧带下1~2 cm股动脉搏动明

显的位置作穿刺点，以2%利多卡因(生产厂家：北

京紫竹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 1 1 0 2 2 3 8 8，

规格：10 mL/0.2 g)局部浸润麻醉。选择Seldinger 
技 术 行 股 动 脉 穿 刺 ， 成 功 后 置 入 5 F 导 管 ， 并 插

入至胸主动脉支气管动脉开口区域，于数字减影

血管造影(dig i ta l  subtract ion ang iography，DSA)
监 视 下 调 整 导 管 头 ， 待 导 管 尖 对 准 支 气 管 动 脉

入 口 后 ， 推 注 2  m L 非 离 子 对 比 剂 明 确 为 支 气 管

动 脉 后 ， 行 置 管 动 脉 造 影 术 ， 明 确 血 管 出 血 征

象 后 ， 根 据 靶 血 管 情 况 及 内 径 选 择 栓 塞 材 料 行

置 管 动 脉 栓 塞 。 在 整 个 过 程 中 严 密 观 察 患 者 生

命 体 征 ， 防 止 因 咯 血 引 起 窒 息 的 发 生 。 对 照 组

术后给予垂体后叶素(生产厂家：上海禾丰制药有

限公司；国药准字：H31022751；规格：1 mL:6U)
治疗：1~2 mL/次，溶于500 mL葡萄糖液中予以

静 脉 滴 注 ， 1 次 / d ， 连 续 3  d 。 观 察 组 在 对 照 组

的 基 础 上 给 予 蛇 毒 血 凝 酶 ( 生 产 厂 家 ： 锦 州 奥 鸿

药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国 药 准 字 ： H 2 0 0 8 0 4 2 7 ，

规 格 ： 2 U / k U ) 治 疗 ： 每 1 2  h 皮 下 注 射 1  U ， 
连续3 d。

1.3 观察指标及判定标准

1 ) 治 疗 效 果 参 照 文 献 [ 6 - 7 ] 拟 定 评 价 标 准 。

显效：治疗结束后咯血停止，咳嗽、气促等症状

消失或偶有存在，血常规检查无异常。有效：治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vels of prothrombin time (PT),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 and 

thrombin time (T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all P>0.05). The levels of PT, APTT, and TT in the 

2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ll P<0.05). The levels of PT, APTT, and T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Venomous hemocoagulase combined with pituitary hindleaf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acy of hemoptysis 

patients treated by transbronchial embolization, and reduce the recurrence rate with high safety.

Keywords venomous hemocoagulase; pituitrin; bronchial artery embolization; tracheal dila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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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结束后咯血量和咯血次数有明显减少，咳嗽、

气促等症状有明显减轻，血常规检查无异常。无

效：治疗结束后咯血量及咯血次数无明显变化或

增 加 ， 咳 嗽 、 气 促 等 症 状 加 重 ， 血 常 规 检 查 明

显异常。总有效率 = ( 显效 + 有效 ) / 例数 × 1 0 0 % 。

2 ) 凝 血 功 能 ： 包 括 凝 血 酶 原 时 间 ( p r o t h r o m b i n 
t i m e ， P T ) 、 活 化 部 分 凝 血 活 酶 时 间 ( a c t i v a t e 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凝血酶时间

(thrombin time，TT)。3)治疗安全性：术前、术后

分别测定肝肾功能，并记录心慌、腹痛、胸闷等

不良反应。

1.4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由SP S S 1 8 . 0软件处理，计量资料

用 均 数 ± 标 准 差 ( x ±s ) 表 示 ， 差 异 性 比 较 采 用 t 检

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比较采用χ 2检验，以
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2 两组凝血功能比较

两组治疗前P T，A P TT，TT水平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PT，APTT，

T T 水 平 明 显 低 于 治 疗 前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且观察组治疗后PT，APTT，TT水平明

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2.3 两组治疗安全性比较

两组治疗期间均无肝、肾功能损伤发生。观

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表3)。

表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n=60)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rapeutic effects between two groups (n=60)

组别 显效/[例(%)] 有效/[例(%)] 无效/[例(%)] 总有效/[例(%)]

观察组 32 (53.34) 26 (43.33) 2 (3.33) 58 (96.67)

对照组 27 (45.00) 24 (40.00) 9 (15.00) 51 (85.00)

χ2 — — — 4.90

P — — — <0.05

表2 两组凝血功能比较 (n=60，x±s)

Table 2 Comparison of coagulation function between two groups (n=60, x±s)

组别
PT APTT TT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15.18±2.39 13.29±2.03# 34.56±2.35 30.23±2.44# 20.65±2.02 16.59±1.95#

对照组 15.06±2.51 14.51±2.18# 34.25±2.38 31.86±2.57# 20.48±2.12 17.86±2.37#

t 0.26819 3.1724 0.71793 3.5628 0.44968 3.2052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注：与治疗前相比较，#P<0.05。

Note: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tment, #P<0.05.

表3 两组治疗安全性比较 (n=60)

Table 3 Comparison of treatment safety between the 2 groups (n=60)

组别 心慌 /[ 例 (%)] 腹痛 /[ 例 (%)] 胸闷 /[ 例 (%)] 总发生 /[ 例 (%)]

观察组 2 (3.33) 0 (0) 1 (1.67) 3 (5.00)

对照组 5 (8.33) 2 (3.33) 3 (5.00) 10 (16.66)

χ2 — — — 4.23

P — —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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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支 气 管 扩 张 是 指 支 气 管 和 其 周 围 组 织 发 生

慢性炎症所致的支气管组织破坏，管腔形成不可

逆的扩张和变性 [ 8 ]。咯血是支气管扩张患者较为

常见的并发症，给患者心理和生理均带来严重的 
伤害[9]。支气管动脉栓塞术是治疗大咯血的首选方

式，相关研究[10]报道其即刻止血率高达90%。也有

报道[11-12]显示：其中造影及栓塞技术可能为栓塞失

败的主要原因，且术后复发率与栓塞血管水平、

栓塞材料明显有关。

垂体后叶素从动物脑垂体后叶中提取而得，

内含催生素和加压素，其中加压素可直接刺激血

管平滑肌，而收缩肺小动脉和毛细血管，并降低

肺循环阻力和肺静脉压力，促使破裂的血管迅速

闭合，同时其还能增加体循环压力，引起血小板

聚集，发挥止血效果。但临床实践发现，垂体后

叶素为非选择性血管收缩剂，故对全身的小动脉

均可发挥收缩作用，特别是内脏小动脉和毛细血

管前括约肌，故易引起心悸、腹痛、血压升高等

不良反应，不但限制了药物的使用范围，且还会

影响到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 [13]。为降低垂体后叶

素的不良反应，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临床逐渐

将治疗方向转至联合用药上。

蛇 毒 血 凝 酶 为 从 蛇 毒 中 分 离 提 纯 的 凝 血 酶

素，有效成分为蛇毒类凝血酶和磷脂依赖性凝血

因子 X 激活物。当血管受损时，蛇毒类凝血酶通

过降解纤维蛋白原，而释放纤维蛋白肽A，生成不

稳定的可溶性纤维蛋白I单体，进而聚合形成纤维

蛋白多聚体，从而促进血小板凝聚与凝血酶的活

化，且可溶性纤维蛋白I单体还会在血管破裂处降

解，释放纤维蛋白肽B，生成可溶性纤维蛋白II单

体，两单体交联聚合成难溶性的纤维蛋白网，而

增强血小板的凝聚[14]。磷脂依赖性凝血因子X激活

物可直接激活凝血因子X，促进凝血酶的形成，发

挥止血作用。蛇毒血凝酶在正常血管内则无血小

板聚集作用，且受损部位的纤维蛋白多聚体在一

定时间后会自行降解，不会导致弥散性血管内凝

血，安全性值得肯定[15]。

在 本 研 究 中 ， 对 照 组 术 后 给 予 垂 体 后 叶 素

治 疗 ， 观 察 组 在 对 照 组 的 基 础 上 给 予 蛇 毒 血 凝

酶 治 疗 ， 对 两 组 比 较 发 现 ： 观 察 组 治 疗 总 有 效

率 较 高 ( P < 0 . 0 5 ) ， 治 疗 后 P T ， A P T T ， T T 水 平

更低( P < 0 . 0 5 )，同时不良反应发生率也明显更低

(P<0.05)。蛇毒血凝酶联合垂体后叶素可产生较好

的协同作用，可有效促进机体凝血机制的恢复，

较好地增强了支气管动脉栓塞术的治疗效果，并

降低不良反应。

综上所述，蛇毒血凝酶联合垂体后叶素可有

效提高经支气管动脉栓塞术治疗的咯血患者的治

疗效果，且安全性较高，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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