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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瓣膜置换术治疗心脏瓣膜病后低剂量抗凝的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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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在采用机械瓣膜置换术进行心脏瓣膜病治疗后低剂量抗凝的治疗效果进行分析。方法：随机抽取在我院进
行心脏机械瓣膜置换术的患者 80 例，根据不同的瓣膜置换术的类型来进行分组，其中主动脉瓣组为 25 例，二尖瓣组为 46 例，双
瓣组为 9 例。对患者在术后采用低剂量抗凝后的治疗效果进行分析。结果：在手术后患者采用低剂量的抗凝治疗后，其三组的血
栓发生几率十分低。结论：在患者进行心脏机械瓣膜置换术后采用低剂量抗凝的方式能够很好的减少出血以及血栓的发生几率，
有着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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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瓣膜置换术主要是将一些已经失去功能的瓣膜置换成

一些采用人工材料制作的机械心脏瓣膜，通过这样的方式对患

有瓣膜疾病的患者的心脏功能进行改善 [1]。不过在将人工合成

的瓣膜进行人体的置入时会导致人体的组织出现不相容性，十

分容易出现血流动力学的变化，这时就需要患者进行长期的抗凝

治疗。现如今在进行临床治疗的过程中，通过采用华法林来作为

术后抗凝的药物来治疗，在进行使用的过程中对药物的剂量时有

着较为严格的要求的，剂量过大很容易出现出血以及血栓的情

况，这也是在进行心脏瓣膜置换术后的抗凝治疗时最为常见的一

种并发症 [2]。而由于在对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

个体差异，在进行临床治疗的过程中需要对抗凝药物的剂量进行

严格的把控，本文将对进行心脏瓣膜置换术的患者采用低剂量抗

凝药剂的方式进行治疗，并对其效果进行分析，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在我院 2018 年 6 月至 2020 年 5月进行心脏瓣膜

置换术的患者 80 例，其中男性为 39 例，女性为 41 例，患者

的年龄处于27岁至 66岁之间，其年龄平均在（50.2±11.5）岁。

每例患者在进行手术前都没有出现其他影响类疾病，通过检查的

各项指标都在正常的范围中。其中心脏的病变情况：主动脉狭

窄 6 例、主动脉瓣关闭有着 10 例、主动脉瓣狭窄联合关闭不全

9 例，二尖瓣狭窄 13 例，二尖瓣关闭不全有着 14 例、二尖瓣狭

窄联合关闭不全 19 例、瓣膜病联合心房颤动 3 例、瓣膜病合并

高血压 6例。患者在进行手术前的心脏功能的分级状态为：Ⅱ型

为 33 例，Ⅲ型为 30 例，Ⅳ型为 17 例。进行瓣膜置换手术的类

型：主动脉置换术25例，二尖瓣置换术46例，双瓣置换术9例。

根据以上的瓣膜置换术的不同将患者进行不同种类的分类。

1.2 方法

在患者进入手术室后采取仰卧位的方式，瓣膜置换术在低

温体外循环的情况下进行，对不同的瓣膜进行不同的置换术缝

合方式，其中主动瓣膜置换术采用间断缝合的方式，二尖瓣置

换者采用连续缝合的方式。在手术结束后的两到三天后对患者

的心包以及纵隔引流管进行拔除，并对患者进行低剂量的抗凝

剂口服治疗。并对其实际的治疗效果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抗凝治疗的临床效果

对进行机械瓣膜置换术的患者进行抗凝治疗之后，仍然有

着一部分患者出现了皮下以及牙龈出血的情况，并且有着尿血

和便血的情况。不过颅内和腹内出血的情况较少，并且血栓的

出现几率十分低，具体如下表。

3 讨论

在进行心脏瓣膜病的治疗中主要是采用机械瓣膜置换的治

疗方式来进行治疗的，在临床中有着较好的治疗效果，术后的

并发症主要是由于抗凝治疗而导致的。在进行抗凝药剂的临床

研究中，华法林由于受到多种药物的作用，使得其药效并不是

十分的稳定，不过根据本项研究能够发现，在进行长期的用药

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抗凝并发症并没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其中

有可能出现的原因是在一种共用的状态中长期服用的药物和华

法林之间出现了一种较为平衡的情况，不过其具体的原因还是

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原因来进行研究的 [3]。在进行心脏置换术之

后，由于人工合成的材料和人体本身是有着不相容性的，因此

在进行了机械瓣膜置换术之后是必须需要采用长期的抗凝治疗

来对身体的状态进行维持的。

在对进行了机械瓣膜置换术的患者进行抗凝治疗时，主要

是推荐进行低剂量的药物服用的，根据实际的临床研究能够发

现，对患者进行低剂量的药物抗凝治疗能够很好的降低患者的

出血几率，并且出现血栓的几率并不会出现明显的提高。而在

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进行抗凝治疗的过程中，可以根据患者的

实际情况对药物的剂量进行合适的增减。有着部分的研究提出，

在对年龄较小的患者进行治疗中可以对抗凝药物的剂量进行提

高，并且搭配着抗血小板的药物来进行治疗，而在对老年患者

进行治疗中，可以对其进行低剂量的治疗可以很好的防止出血

和血栓一类的情况出现 [4]。

本次研究主要对在采用机械瓣膜置换术进行心脏瓣膜病治

疗后低剂量抗凝的治疗效果进行分析。能够发现在进行低剂量

的抗凝药物的服用中，患者虽然在术后会有着出血的情况，但

是大多都是一些轻微的出血，并没有出现太过严重的出血情况，

并且出现血栓的概率是相当低的。

综上所述，在进行机械瓣膜置换术对心脏瓣膜患者治疗后采

用低剂量的抗凝药物治疗的方式，能够很好的预防由于人工材料

和人体本身的不相容性出现的并发症，对患者的手术后的生活质

量和心理健康水平进行有效的提高，有着较高的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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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治疗临床效果表

组别 例数 皮下、牙龈出血 尿血及便血 颅内及腹内出血 血栓
主动脉瓣组 25 6（24.0） 1（4） 1（4） 0
二尖瓣组 46 9（20.0） 2（4.4） 0 1（2.2）
双瓣组 9 3（33.3） 1（11.1）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