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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热康谱远红外线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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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对比药物治疗与药物治疗联合非热康谱远红外线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

V2?

%的疗效差异&

方法
!

*%

例
V2?

患者!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采用低分子肝素联合疏血通治疗!治疗组采用低分子肝

素联合疏血通联合非热康谱远红外线照射治疗&观察两种方法治疗前后患者患肢静脉超声表现'血流速度'血

糖'血脂'凝血功能'

V-

二聚体!疼痛视觉模拟评分"

2/!

%以及临床症状的变化情况&结果
!

与治疗前相比!两

组患者治疗后肢围差明显减少!静脉狭窄程度'纤维蛋白原"

U#@

%和
V-

二聚体水平显著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

$

%)%.

%!并且治疗组的疗效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非热康谱远红外线照

射治疗可显著改善急性
V2?

患者病情!同时对凝血功能无明显影响&

关键词"下肢深静脉血栓$

!

宽谱红外线$

!

低分子肝素$

!

疏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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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深静脉血栓)

V2?

*是血管外科的常见疾病

之一"主要指血液在静脉腔中异常凝结"多见于左下

肢#未经及时治疗"病情迁延可引发
V2?

后遗症

)

K?!

*"主要表现为疼痛$肿胀$皮肤改变等"严重者

可表现为静脉性溃疡'

&

(

#目前对于
V2?

治疗的方法

主要为溶栓和抗凝'

$-(

(

#然而由于溶栓和抗凝治疗本

身的限制性存在诸多不良反应#临床观察证实非热

康谱远红外线照射能够改善血管内瘘患者血管弹性$

血流速度及疼痛症状"还能减轻血管吻合口狭窄程

度"改善纤维蛋白原)

U#@

*和
V-

二聚体水平"预防瘘口

血栓形成#据此笔者推测非热康谱远红外线对下肢

静脉血栓亦有相同作用"期望能为
V2?

患者提供一

种全新$有效的治疗方式#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0

年
(

月在

本院治疗的
*%

例
V2?

患者#全部患者病情均由下

&

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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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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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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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血管彩超确诊#

*%

例患者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

组
'%

例#纳入标准!按照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诊断和

治疗指南'

.

(

"见表
&

$图
&

#排除标准!孕妇+有过敏性

疾病病史+有出血性疾病病史+有其他危及生命的疾

病#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具有可比性"见表
$

#

表
&

!!

下肢
V2?

诊断的临床特征评分

病史及临床表现 评分)分*

肿瘤
&

瘫痪或近期下肢石膏固定
&

近期卧床
%

'B

或近
(

周内大手术
&

沿深静脉走形的局部压痛
&

全下肢水肿
&

与健侧相比"小腿肿胀大于
'97 &

既往有
V2?

病史
&

凹陷性水肿)症状侧下肢*

&

有浅静脉的侧支循环)非静脉曲张*

&

类似或与
V2?

相近的诊断
O$

!!

注!临床可能性"低度
&

%

分+中度
&

#

$

分+高度
'

'

分#若双侧

下肢均有症状"以症状严重的一侧为准

图
&

!!

V2?

诊断流程

表
$

!!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对照组)

*e&.

* 治疗组)

*e&.

*

!

年龄 )

Db=

"岁*

..)'b')0 .()0b')0 %)0$.

性别

!

男
&1 $& %)&'1

!

女
&& 1

民族

!

汉
$+ $( %).1+

!

少数民族
$ *

居住地

!

城市
&$ &( %)0&'

!

农村
&+ &*

学历

!

初中以上
&$ + %)*11

!

初中以下
&+ $$

患肢

!

左下肢
$% &* %)'0$

!

右下肢
&% &(

$)/

!

方法
!

所有患者都严格卧床休息"架高患肢"高

度应超过心脏水平"保持大小便通畅#对照组基础治

疗根据,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诊断和治疗指南-)第
$

版*

'

.

(推荐"采用低分子肝素
(&%%W

"皮下注射"每
&$

小时
&

次"联合疏血通
*7H

每日
&

次静滴治疗持续

&%B

+治疗组采用低分子肝素联合疏血通
*7H

联合

非热康谱远红外线照射治疗)非热康谱由台湾宽谱公

司生产"

?[-&%$

"功率
A:

强档*"即在对照组用药基

础上"加用非热康普远红外线治疗仪照射患处"每天
&

次"每次强频照射
(%7:E

"持续
&%B

#

$)'

!

观察指标

$)')$

!

患者症状与患肢直径变化
!

治疗前询问两组

患者患肢的胀痛情况"并测量患肢膝上
&.97

的直

径"

&%B

治疗后再次询问两组患者患肢的胀痛情况"

并测量患肢膝上
&.97

的直径"对比患者症状改善情

况以及患肢直径变化情况#患者患肢直径变化情况

)

97

*

e

患肢肢围
O

健康肢肢围#患者疼痛情况采用

疼痛视觉模拟评分)

2/!

*比较#

$)')/

!

生化和凝血指标检测
!

治疗前和治疗
&%B

后"两组患者均检测血脂$血糖$

V-

二聚体"凝血
(

项

'

U#@

$凝血酶原时间)

K?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

/K??

*$凝血酶时间)

??

*("对比治疗前后和两组患

者之间的差别#

$)')'

!

血管彩超检查
!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均采用

彩色多普勒血管超声检测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管再

通和血流速度情况#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K!!&1)%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以
D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6

检验+计数

资料以例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等级资料采

用
,:B:;

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患肢胀痛改善和直径变化情

况
!

两组患者治疗后患肢胀痛均明显减轻"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治疗后"治疗组患者患肢疼痛

2/!

评分情况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两组患者治疗后患肢直径均明

显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组患者

患肢直径情况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患者疼痛
2/!

评分比较#

*

$

组别
2/!

评分)

Db=

"分*

对照组 治疗前
0)$'b%)(*

治疗后
.)%+b%)&0

"

治疗组 治疗前
0)&1b%).$

治疗后
').(b%)%1

"

o

!!

注!与治疗前相比"

"

!

$

%)%.

+与对照组相比"

o

!

%

%)%.

/)/

!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生化和凝血指标变化
!

对照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H=LG8B"5:E

!

J4387L8>$%&+

!

245)&.

!

J4)$$



组和治疗组在治疗前各项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与治疗前相比"两组患者的
U#@

和
V-

二

聚体的水平在治疗后均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治疗组经过非热康谱远红外线照射后"

U#@

和
V-

二聚体的水平比对照组下降更明显"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而血脂$血糖$

K?

$

/K??

$

??

在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均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见表
.

#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管再通和血流速度情况
!

与治疗前相比"两组患者的静脉血流速度在治疗后明

显上升)

!

$

%)%.

*"而患肢静脉的狭窄程度明显改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组经过非热康谱

远红外线治疗仪照射后"静脉的狭窄程度比对照组减

小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患肢直径变化情况

组别
*

时间 患肢肢围差)

Db=

"

97

*

对照组
'%

治疗前
.)$.b%)+'

治疗后
')..b%)*(

"

治疗组
'%

治疗前
.)'1b%)0*

治疗后
$)*$b%)'0

"

o

!!

注!与治疗前比较"

"

!

$

%)%.

+与对照组比较"

o

!

$

%)%.

表
.

!!

凝血指标和生化指标变化#

Db=

$

组别
*

时间
U#@

)

F

%

H

*

K?

)

I

*

/K??

)

I

*

??

)

I

*

V-

二聚体

)

7

F

%

H

*

血糖

)

7745

%

H

*

血脂

)

7745

%

H

*

对照组
'%

治疗前
.)$$b%)1+ &')(b$)11 '')+b()%& &')&b&)10 $)'+b%)'. .).*b%)*0 *)'(b&)&$

治疗后
').$b%)**

"

&$)+b$)$( '()$b().* &')+b$)'& &)0(b%)&1

"

.)$&b%)+% .)'*b%)*1

治疗组
'%

治疗前
.)(*b&)&$ &()&b')$' '()&b')(. &$)+b&)*0 $)$*b%)$1 ()10b%).' *)$'b&)*0

治疗后
$)1+b%).0

"

o

&')&b')%& '')$b')$( &')'b$)&& &)'&b%)&&

"

o

()*0b%)*& .)&0b%)0+

!!

注!与治疗前比较"

"

!

$

%)%.

+与对照组比较"

o

!

$

%)%.

表
*

!!

血管再通和血流速度情况#

Db=

$

组别
*

时间 血流速度)

77

%

I

* 直径狭窄程度)

T

*

对照组
'%

治疗前
&&%)'b'%)( 1%)0+b$)(.

治疗后
&'.)$b$.)*

"

*&)(.b()+&

"

治疗组
'%

治疗前
&&.)*b$+)0 1$)&.b&)$'

治疗后
&.%)'b$0)1

"

.&)$(b').*

"

o

!!

注!与治疗前比较"

"

!

$

%)%.

+与对照组比较"

o

!

$

%)%.

'

!

讨
!!

论

!!

V2?

发病的诱因众多"分为原发性危险因素和

获得性危险因素"原发性危险因素有年龄$性别$地域

差别$遗传因素等"获得性危险因素有创伤$手术$血

管插管$肿瘤$血管疾病等'

*-0

(

#其致病的三大病理基

础分别为静脉壁损伤$血流缓慢$血液高凝状态'

+

(

#

V2?

的诊断主要依靠临床诊断$血浆
V-

二聚体检测$

血管彩超及血管造影#目前有效的治疗方式有抗凝

药物治疗)普通肝素$低分子肝素$华法林等*$溶栓治

疗$手术治疗等'

1

(

#疏血通注射液是由水蛭和地龙组

方"其主要成分为水蛭素样物质和蚓激酶样物质#水

蛭素能与凝血酶紧密结合成稳定复合物"高效且特异

性地抑制凝血酶活性)

;-K/

*"达到抗凝和抗血小板作

用#蚓激酶是一种纤溶酶原激活剂"不仅有强烈的直

接溶解血栓及纤维蛋白的活性"还有纤溶酶原激活作

用"增加
;-K/

活性#

V2?

属于中医学脉痹$瘀血$肿胀等范畴#中医

学认为本病是由于创伤$手术$妊娠$恶性肿瘤及其他

疾病长期卧床等因素以致久坐久卧伤气#气为血帅"

气伤则血行不畅"气不畅则血行缓慢"以致瘀血阻于

脉中+或因饮食不节"素食膏梁厚味"湿热内生"流注

于血脉湿热与瘀血互结"阻于脉络所致#总之"脉络

血凝湿阻是本病的主要病机#

红外线是一种肉眼不可见的辐射线"其光谱靠近

红光'

&%

(

#它是太阳光线中众多不可见光线中的一种"

由英国科学家赫歇尔于
&+%%

年发现"又称为红外热

辐射"波长为
0*%E7

至
&77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

发展"红外线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医学领域"研究表

明"红外线对很多疾病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包括失

眠'

&&

(

$关节炎'

&$

(

$烧伤'

&'

(

$褥疮'

&(

(等#近年来"有研

究发现红外线照射皮肤时"其辐射产生的热量会被皮

肤和皮下组织吸收"通过直接作用或神经反应"从而

产生一系列生物学效应'

&.-&0

(

#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

发现红外线干预可以影响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

&+

(

#

Q/JM

等'

&1

(研究发现"远红外线可以逆转由
7:,-

J/-&'(

高表达引起的高血糖诱导的血管内皮细胞功

能紊乱#非热康谱远红外线治疗仪与传统的红外线

不同"红外线是利用热效应"穿透深度较深"但作用深

度较浅"有可能烫伤皮肤#而非热康谱远红外线的波

段"可被蛋白质的特定结构所吸收)

)

-A85:Y

*"治疗温

度低)

'+

#

'1a

的恒温*"穿透深度浅)

$

%)&77

*"

但可作用于深层"有利于深部组织修复#

$%&&

年美国

肾脏医学会)

/!J

*上发表的医学临床研究显示使用

非热康谱治疗仪可减少日后瘘管并发症的概率"如血

&

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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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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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纤维化$感染$疼痛$血肿$静脉炎等不适"进而减少

血管硬化及硬结的发生#非热康谱治疗仪还可抑制

血小板聚集"抑制血管挛缩"减少血管内皮炎症#

/̂ /!/̂ #

等'

$%

(发现"重复性的远红外线理疗能够

促进内膜氧化氮的合成表达和血管再生#除了激活

内皮细胞氧化亚氮合成酶)

8J\!

*表达之外"抑制新

生内膜增生和降低氧化应激反应是远红外线理疗的

另外两种非热效应#然而"罕有报道涉及红外线照射

治疗对
V2?

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低分子肝素联合疏血通联合非热康

谱远红外线照射治疗与使用传统低分子肝素联合疏

血通治疗方案相比"可以显著降低静脉狭窄程度$

U@#

和
V-

二聚体水平"提高静脉血流速度"从而起到对

V2?

的治疗作用"并且对患者的疼痛也有明显改善"

凝血功能没有明显的影响#这将可能为
V2?

患者提

供一种有效$安全的治疗新方法#

本研究受限于样本个数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研究数据的可靠性#在以后的研究中"笔者将扩

大样本量"进一步提高红外线对
V2?

的治疗作用的

可靠性和安全性#笔者也将深入探讨红外线对
V2?

的治疗作用的主要机制和作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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