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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凝血症主要因遗传性、获得性两种途径患病，表现为凝

血因子异常增加而抗凝因子水平不变。正常情况机体启动血块

形成过程同时利用反馈机制对血块形成的速度及大小进行调

节，受损处痊愈后，血块则消失，但在血块形成过程出现异常

时，就可导致高凝血症发生，容易形成异常或过量血栓[1]。本

次研究采取祛痰化瘀汤结合西药的中西医结合疗法进行治疗，

取得满意效果，结果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选取本院 2011 年 8 月—2014 年 11 月 106 例高凝血症患

者为研究对象，男 54 例，女 52 例，年龄 18～62 岁，平均

(32.05±5.64)岁；病程 6 月～5 年，平均(1.25±0.58)年，将

上述患者抽签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2 组均为 53 例，2

组间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有可比性。

2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采用降纤酶注射液(国药准字 H 20040927，北京

赛 升 药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治 疗 ， 5 U 加 入 0.9% 生 理 盐 水

250 m L，每天 1 次，连用 2 周后停药 3 天再用。
2.2 观察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口服祛痰化瘀汤治疗，处方：

制附子、桂枝、姜半夏各 15 g，薤白、石菖蒲、五灵脂、降

香、炙甘草、蒲黄各 10 g，炙黄芪 30 g。每天 1 剂，水煎至

300 m L，早晚温服。
均治疗 4 周为 1 疗程，2 疗程后对相关指标进行分析，2

疗程之间停药 1 周。
3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3.1 观察指标 比较 2 组全血比粘度、血沉方程 K 值、红细

胞比容、纤维蛋白原、红细胞电泳、血小板黏附率、全血黏

度；比较 2 组血栓长度、血栓湿重、血栓干重；观察 2 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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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祛痰化瘀汤结合西药治疗高凝血症的临床效果及对血液流变学的影响。方法：选取本院 106 例患者为研究

对象，抽签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2 组均为 53 例，分别采取祛痰化瘀汤联合降纤酶注射液治疗及单一降纤酶注射液治疗，比

较 2 组临床疗效及血液流变学指标变化。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4.34%，与对照组 77.36%比较，显著较高 （P < 0.05）。2
组治疗后全血比黏度、全血黏度、红细胞压积、红细胞电泳、血小板黏附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后观察

组血沉方程 K 值及纤维蛋白原显著低于对照组 （P < 0.05）。治疗后 2 组血栓长度、湿重、干重较治疗前均显著较低 （P < 0.05），

治疗后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祛痰化瘀汤结合西药治疗高凝血症效果显著，可改善血液

流变学指标，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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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安全性。
3.2 统计学方法 选用统计学软件 SP SS19.0 对研究数据进

行分析和处理，计数资料采取率(% )表示，计量资料以(x±s)表
示，组间对比进行 χ2 检验和 t 值检验。
4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1 疗效标准 痊愈：1 疗程后临床症状消失，血液流变学

指标恢复正常；显效：1 疗程后临床症状显著改善，血液流变

学指标接近正常值；有效：治疗 2 疗程后临床症状及血液流

变学指标一定程度上改善；无效：临床症状无改善或加重，血

液流变学相关指标无改变。总有效率为(痊愈 + 显效 + 有效)/

总例数×100% 。
4.2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1。观察组总有效率 94.34% ，

与对照组 77.36%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 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4.3 2 组血液流变学指标变化比较 见表 2。2 组治疗后全血

比黏度、全血黏度、红细胞压积、红细胞电泳、血小板黏附率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血沉方程

K 值及纤维蛋白原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5)。

表 2 2 组血液流变学指标变化比较(x±s)

与观察组治疗后比较，①P < 0.05

4.4 2 组体外血栓参数变化比较 见表 3。治疗后 2 组血栓长

度、湿重、干重较治疗前均显著较低(P < 0.05)，治疗后观察

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 3 2 组体外血栓参数变化比较(x±s)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①P < 0.05

4.5 安全性评估 2 组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5 讨论

纤维蛋白原、血沉方程 K 值异常上升及体外血栓改变是

高凝血症发生的主要表现，尤其是纤维蛋白原可诱发血栓，加

快红细胞与血小板的聚集。本次研究中 2 组治疗前的纤维蛋

白原水平无明显差异，治疗后均显著下降。
本次研究在常规抗凝西药治疗基础上采取祛痰化瘀汤治

疗，方中包括制附子、桂枝、姜半夏、薤白、石菖蒲、五灵

脂、降香、炙甘草、生蒲黄、炙黄芪。其中制附子水煎剂灌服

可显著延长凝血酶消耗时间，并使血浆凝血酶原时间变长，不

过需注意制附子有轻微毒性，但在常规剂量内少有中毒者；桂

枝煎剂及桂枝挥发油可扩张外周血管、改善微循环，同时桂皮

醛可抑制血小板聚集，有较强的抗凝血酶作用，可降低血黏

度；薤白提取物有抑制凝血和抗血栓形成的作用；石菖蒲挥发

油可抑制血栓，具有抗凝抗黏作用，从而缩短血浆纤维蛋白的

溶解时间[2]；五灵脂水提液 2.0 g/m L 可显著提高体外纤维蛋白

溶解作用；降香可改善微循环，提高冠脉流量，减缓心率并降

低血浆黏度，从而降低血脂水平，另外还可降低血脂，抗凝

血；蒲黄可促纤溶及溶血，抑制黏附和聚集并抗凝血酶Ⅲ活

力。本次研究显示，祛痰化瘀汤中多种药物均有抗凝血效果，

与西药联用可强化药效，且安全性较高，从而提高高凝血症的

治疗效果。另本次研究 2 组患者全血比黏度、全血黏度、红

细胞压积、红细胞电泳、血小板黏附率无明显差异，考虑受到

选取样本量较小影响，对此仍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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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 值

P

n
53

53

痊愈

37

29

显效

8

6

有效

5

6

无效

3

12

总有效率(%)

94.34

77.36

6.290

<0.05

低切

中切

高切

指 标

全血比黏度(mPa·s)

血沉方程 K 值(mm/1h)

红细胞压积(%)

纤维蛋白原(g/L)

红细胞电泳(s)

血小板黏附率(%)

全血黏度(mPa·s)

治疗前

10.15±2.26

104.61±10.25

0.45±0.11

3.42±0.31

16.82±1.94

30.8±3.46

11.02±2.24

6.62±1.74

5.86±2.03

治疗后

9.89±1.58

87.46±7.97

0.40±0.12

2.74±0.22

16.58±2.26

29.24±3.01

10.11±2.07

6.34±1.49

5.73±1.83

治疗前

10.06±2.14

103.77±9.25

0.41±0.09

3.40±0.28

16.88±2.01

30.5±3.28

10.88±2.16

6.65±1.82

5.62±1.96

治疗后

9.97±1.29

95.83±8.16①

0.39±0.15

3.22±0.21①

16.67±2.50

29.56±3.14

10.58±2.49

6.59±1.62

5.44±1.90

观察组 对照组

组 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 值

P

治疗前

59.25±4.46

58.86±4.28

0.459

＞0.05

治疗后

45.82±5.03①

52.26±4.71①

6.804

<0.05

治疗前

124.26±12.85

122.69±13.42

0.615

＞0.05

治疗后

101.25±10.52①

118.42±10.82①

8.283

<0.05

治疗前

52.96±6.31

53.15±6.75

0.150

＞0.05

治疗后

41.25±3.57①

53.61±3.42①

18.201

<0.05

血栓长度(mm) 血栓湿重(mg) 血栓干重(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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