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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熏蒸配合功能锻炼促进糖尿病肾病患者

自体动静脉内瘘成熟的疗效观察

徐"癉"张志忠"毛志远"吴静芳

摘要"目的"观察中药熏蒸配合功能锻炼在促进糖尿病肾病患者自体动静脉内瘘成熟方面的作用"

方法"

9!

例糖尿病肾病患者均在慢性肾脏病
58 F59

期时建立自体动静脉内瘘#手术采用同样的方式#由

同一位医生完成" 将
9!

例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

例#对照组于术后
#

周开始功能锻炼$治疗

组于术后
#

周开始中药熏蒸配合功能锻炼" 术后
!

周时#用彩色多普勒测量治疗组单次中药熏蒸治疗前后

桡动脉内径%桡动脉血流量%头静脉内径%头静脉血流量$术后
8

%

;

%

#!

周用彩色多普勒测量两组患者头静脉

内径%头静脉血流量$并随访内瘘使用
%

个月内并发症&包括'近吻合口狭窄#硬结#血肿#血栓形成(发生率

及畅通率" 结果"与单次中药熏蒸前比较#治疗组单次中药熏蒸后桡动脉%头静脉内径增宽#桡动脉%头静脉

血流量增多&

G H"

!

"#

(" 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在术后
8

%

;

%

#!

周头静脉血流量增多#头静脉内径增宽#内

瘘成熟率增高&

G H"

!

"9

(" 与本组术后
8

周比较#治疗组术后
;

周头静脉血流量增多#内径逐渐增宽&

G H

"

!

"9

(" 对照组在
8

%

;

%

#!

周头静脉血流量逐渐增多%内径逐渐增宽&

G H"

!

"9

(" 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近

吻合口狭窄%硬结%血肿等并发症发生率降低&

G H "

!

"9

($内瘘通畅率虽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I

"

!

"9

(" 结论中药熏蒸配合功能锻炼能促进糖尿病患者自体动静脉内瘘发育成熟#减少内瘘使用后的并发

症#延长内瘘的使用寿命"

关键词"糖尿病肾病$自体动静脉内瘘$中药熏蒸$ 功能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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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稳定的动静脉内瘘是尿毒症血液透析治疗患

者的生命线'

#

(

"是关系到患者生活质量和生存时间的

重要因素) 随着血液净化技术的发展"患者的透析生

命越来越长"血管通路的问题日益突出"许多患者面临

着没有可靠血管通路维持血液透析治疗的窘境) 目前

临床上首选的永久性血管通路为自体动静脉内瘘"相

对于其他血管通路"成熟的自体动静脉内瘘具有并发

症少*使用方便*维护费用低等优点"可降低尿毒症血

液透析患者的病死率'

!

(

) 但糖尿病肾病患者由于外

周血管病变"血管条件差"术后受高血糖*血管内皮功

能紊乱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内瘘成熟率和开通率

低"严重影响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液透析的质量"威胁着

患者的生命安全'

&

%

9

(

) 衢州市中医医院肾内科自

!"#8

年
!

月以来"在促进糖尿病肾病患者内瘘发育方

面融入中药熏蒸治疗"现总结汇报)

资料与方法

#

"诊断标准"糖尿病肾病诊断参照参考文献

'

%

() 临床诊断标准#糖尿病患者中"出现以下任何一

条"考虑其肾损伤由糖尿病导致#$

#

%大量白蛋白尿&

$

!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伴任何一期慢性肾脏病&$

&

%在

#"

年以上糖尿病病程的
#

型糖尿病中出现微量白蛋白

尿) 功能分期#

5#

期#肾小球滤过率$

Q21=/L-2>L J?2KL>

#

K?1. L>K/

"

5P_

%

!:" =cD

$

=?.

!

#

!

$& =

!

%&

5!

期#

%" F;: =c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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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5&>

期#

89 F 9: =cD

$

=?.

!

#

!

$& =

!

%&

5&R

期#

&" F 88 =cD

$

=?.

!

#

!

$& =

!

%&

58

期#

#9 F !: =cD

$

=?.

!

#

!

$& =

!

%&

59

期#

H#9 =cD

$

=?.

!

#

!

$& =

!

%)

!

"纳入标准"$

#

%符合糖尿病肾病临床诊断标

准且功能分期为
58 F59

期) $

!

%符合建立内瘘手术

入选标准#

!

血管条件#桡动脉直径
!#

!

% ==

"头静

脉直径
!#

!

; ==

"且延续性好&

"

无严重心力衰竭临

床症状"心功能
#

级以上) $

&

%患者依从性好"愿意接

受自体动静脉内瘘成形术及中药熏蒸治疗"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 $

8

%受试者年龄
"%9

周岁)

&

"排除标准"$

#

%合并心*脑*肝*肾和造血系统

等严重原发性疾病"精神病患者) $

!

%妊娠或准备妊

娠妇女"哺乳期妇女) $

&

%过敏体质或对多种药物过

敏者) $

8

%正在参加其他临床试验的患者)

8

"脱落标准"所有填写了知情同意书并筛选合

格进入随机化试验的受试者"无论何时何因退出"只要

未完成方案所规定的观察周期的受试者"均为脱落

病例)

9

"一般资料"

9!

例
!"#8

年
!

月+

!"#9

年

#!

月在衢州市中医医院肾内科住院的糖尿病肾病

$

58 F9

期%的患者"男性
&!

例"女性
!"

例"平均年龄

$

99

!

&

&

%

!

!

%岁"有
&9

例合并不同程度高血压"均接

受降压药治疗"血压控制达标) 所有患者均首次接受

自体血管动静脉内瘘成形术"采取相同的手术方式

$前臂头静脉%桡动脉端侧吻合%"手术由同一名经验

丰富的医生主刀完成"术中内瘘开通率
#""d

) 内瘘

开通后"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和

对照组"各
!%

例) 两组患者在
5P_

*桡动脉内径*头

表
#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T

&

O

%

项目 治疗组 对照组
G

年龄$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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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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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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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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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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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女%

#$D: #9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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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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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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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糖化血红蛋白
$

$

8

&

"

$

% $

$

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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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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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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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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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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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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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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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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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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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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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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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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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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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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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射血分数$

d

%

9&

$

&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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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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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术前桡动脉内径$

==

%

!

$

"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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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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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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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术前头静脉内径$

==

%

!

$

&:

&

"

$

8 !

$

8%

&

"

$

8 "

$

8: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 !"#$

"

0123 &$

"

41

!

%

静脉内径*心功能*血糖*血脂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G I"3"9

%) 本研究经衢州市中医医院伦理委

员会审核并批准'审批号#$

!"#8

%伦理第$

"!

%号()

%

"干预方法"对照组#术后
$

日"开始功能锻炼

$做健瘘操%) 健瘘操方法#用健侧手握住内瘘侧手臂

近心端"适当加压"使头静脉充盈"手术侧肢体做握拳*

松拳交替动作或捏握橡皮健身球"每个周期握拳
;

'

#"

次"不断重复上述动作"持续
#"

'

#9 =?.

"每日

!

次)治疗组#术后
$

日"开始中药熏蒸治疗配合功能

锻炼"每日
!

次"每次熏蒸治疗期间完成一次,健瘘

操-$方法同对照组%"疗程
8

周) 中药熏蒸方法#采用

好博医疗器械
[^

+

#"""

型中药熏蒸机"药液温度

:9

("加液量
# !"" =c

$其中
!"" =c

为中药汤

剂%"治疗时间
&" =?.D

次) 中药方组成#黄芪
&" Q

大黄
&" Q

"当归
#9 Q

"地龙
#9 Q

"丹参
&" Q

"川

芎
#9 Q

"赤芍
#9 Q

"红花
% Q

"黄柏
!" Q

"蒲公英

!" Q

"紫花地丁
!" Q

$根据患者辨证适当加减%"每剂

中药水煎成
8"" =c

"分两次使用)

$

"观察指标及方法"采用西门子
7!"""

彩色多

普勒超声仪"测量距吻合口
& A=

处桡动脉内径及血

流量"测量距离吻合口
9 A=

处测量头静脉内径及血

流量"所有数值均测量
&

次取其平均值) 所有测量均

由超声科同一名经验丰富的医生完成)

$

!

#

"桡动脉内径*桡动脉血流量*头静脉内径*

头静脉血流量检测"术后
!

周"检测治疗组单次中药

熏蒸前后桡动脉内径*桡动脉血流量*头静脉内径*头

静脉血流量)

$

!

!

"头静脉血流量*头静脉内径检测"术后
8

*

;

*

#!

周检测两组患者头静脉血流量*头静脉内径)

$

!

&

"疗效评价"$

#

%内瘘生理成熟判断标准#

&

个月内内瘘血流量
I8"" =cD=?.

"动脉化的静脉直

径
I"

!

8 A=

'

$

(

""计算内瘘生理成熟率&$

!

%计算术后

8

*

;

*

#!

周内瘘成熟率及内瘘首次使用时一次性穿刺

成功率&$

&

%计算内瘘使用
%

个月内并发症$包括#近

吻合口狭窄*硬结*血肿*血栓形成%发生率及内瘘通

畅率$内瘘未发育成熟视为内瘘不畅通%)

;

"统计学方法"采用
7G77 !!

$

"

统计学软件

分析) 使用
`

#

7

检验确定变量的分布类型"符合正态

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T

&

O

表示"两组间及组内均数资

料比较采用
K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两组间的

比较采用
$

!检验"

G H"

!

"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治疗组单次中药熏蒸前后桡动脉内径*桡动脉

血流量*头静脉内径*头静脉血流量水平比较$表
#

%

与单次中药熏蒸前比较"治疗组单次中药熏蒸后桡动

脉*头静脉内径增宽"桡动脉*头静脉血流量增多$

G H

"

!

"#

%)

表
#

"治疗组术后
!

周单次中药熏蒸治疗前后

血管指标$

T

&

O

%

时间
桡动脉内径

$

==

%

桡动脉血流量

$

=cD=?.

%

头静脉内径

$

==

%

头静脉血流量

$

=cD=?.

%

熏蒸前
!

$

#$

&

"

$

!9 &!;

$

;9

&

8$

$

%" &

$

!!

&

"

$

88 8&9

$

;;

&

:$

$

#%

熏蒸后
!

$

89

&

"

$

!: 8"!

$

9"

&

%"

$

": &

$

9&

&

"

$

8: 8:#

$

#9

&

#!#

$

;!

K

%

%

$

9;&

%

%

$

&":

%

&

$

#";

%

8

$

8"9

G "

$

""" "

$

""" "

$

""9 "

$

"""

!

"两组头静脉血流量*头静脉内径水平比较$表

!

%"与对照组同期比较"治疗组在术后
8

*

;

*

#!

周头

静脉血流量逐渐增多"头静脉内径增宽$

G H "

!

"9

%)

对照组在
8

*

;

*

#!

周头静脉血流量逐渐增多*内径逐

渐增宽$

G H"

!

"9

%) 与本组术后
8

周比较"治疗组术

后
;

周头静脉血流量增多"内径逐渐增宽$

G H"

!

"9

%)

表
!

"两组头静脉血流量*头静脉内径水平比较$

T

&

O

%

组别 例数 时间
头静脉血流量

$

=cD=?.

%

头静脉内径

$

==

%

对照
!%

术后
8

周
89%

$

$

&

#";

$

$ &

$

:#

&

"

$

9$

术后
;

周
8::

$

%

&

#8!

$

$

#

8

$

#$

&

"

$

%8

#

术后
#!

周
9!$

$

8

&

#89

$

;

$

8

$

!:

&

"

$

$"

$

治疗
!%

术后
8

周
8$9

$

;

&

#"!

$

9

%

8

$

&;

&

"

$

9:

%

术后
;

周
999

$

%

&

#&#

$

:

%#

8

$

%8

&

"

$

$8

%#

术后
#!

周
9;"

$

;

&

#!;

$

!

%

8

$

;!

&

"

$

$!

%

""注#与对照组同期比较"

%

G H "

!

"9

&与本组术后
8

周比较"

#

G H

"

!

"9

&与本组术后
;

周比较"

$

G H"

!

"9

&

"两组患者内瘘成熟率及一次穿刺成功率比较

$表
&

%"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术后
8

*

;

*

#!

周内瘘

成熟率增高$

G H"

!

"9

%) 两组首次使用时一次性穿刺

成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I"

!

"9

%)

表
&

"两组患者内瘘成熟率和一次穿刺成功率比较' 例$

d

%(

组别 例数
8

周
;

周
#!

周
一次穿

刺成功率

治疗
!% #$

$

%9

$

8

%

!#

$

;"

$

;

%

!&

$

;;

$

9

%

!#

$

:#

$

&

%

对照
!% :

$

&8

$

%

%

#8

$

9&

$

;

%

#$

$

%9

$

8

%

#8

$

;&

$

&

%

$

!

8

$

:!& 8

$

!;! &

$

:"" "

$

9::

G "

$

"!$ "

$

"&: "

$

"8; "

$

8::

8

"两组患者内瘘使用后
%

个月内并发症和内瘘

畅通率比较$表
8

%"两组患者随访到内瘘使用
%

个

月"随访期间患者依从性好) 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近

吻合口狭窄*硬结*血肿发生率降低$

G H"

!

"9

%&内瘘

通畅率虽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I"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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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两组患者内瘘使用
%

个月并发症发生率及内瘘畅通率比较 '例$

d

%(

组别 例数 近吻合口狭窄 硬结 血肿 血栓形成 内瘘通畅率

治疗
!% !

$

$

$

$

%"

!

$

$

$

$

%

8

$

#9

$

8

%

!

$

$

$

$

%"

!#

$

;"

$

$

%

对照
!% ;

$

&"

$

;

%

#"

$

&;

$

9

%

#8

$

9&

$

;

%"

9

$

#:

$

!

%

#%

$

%#

$

9

%

$

!

8

$

89$ %

$

:&& 8

$

:;$ #

$

8;% !

$

&8!

G "

$

"&9 "

$

""; "

$

"!% "

$

!!& "

$

#!%

讨""论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最重要的合并症之一"我国

的病发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据统计"糖尿病肾病已跃

居我国终末期肾病发病因素的第
!

位'

;

(

&而在美国"

科研项目数据库资料显示#美国新透析患者糖尿病肾

病的比例为
88

!

;d

'

:

(

) 随着糖尿病肾病患者的日益

增加"如何为糖尿病肾病患者建立成熟稳定的血管通

路已经成为临床医生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笔者认为导致糖尿病肾病患者自体动静脉内瘘开

通率和使用率低的原因有#$

#

%周围血管条件差"内瘘

手术困难) 王亚玲等'

#"

(研究表明#在糖尿病肾病
%

期"约有
9$

!

%$d

的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周围血管梗

阻"年龄大*病程长*血糖控制不佳的患者周围血管病

变发生率更高) $

!

%内瘘发育速度慢*成熟率低) 有

研究表明"动静脉瘘术后静脉扩张程度最终决定内瘘

的功能'

##

(

) 但糖尿病患者由于动脉硬化*钙化"血管弹

性差*血液黏滞度高等因素导致术后血管扩张及血流量

增加不理想"功能锻炼时血流压力冲击作用减弱"影响

内瘘的发育) $

&

%内瘘术后和使用后并发症发生率高)

糖尿病是内瘘狭窄的危险因素之一'

#!

(

"内瘘术后易发

生近吻合口处血管狭窄'

#&

"

#8

(

) 内瘘使用后反复穿刺等

透析操作易导致硬结*血肿*血栓形成等并发症) 糖尿

病患者由于糖尿病糖基化产物增多"长期微炎症状态以

及手术*穿刺等局部损伤*炎症的刺激"使血管新生内膜

增生"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血管外疤痕组织增生"导致

近吻合口处血管内膜纤维肌性增生"血管弹性下降和自

身修复能力下降而发生上述并发症'

#9

%

#$

(

)

然而"目前临床上缺乏促进内瘘发育成熟的有效

方法"相关研究也较少) 有研究认为中药熏蒸治疗能

使内瘘血管扩张"促进内瘘的发育成熟'

#;

(

"却都缺少

对治疗前后血管内径等指标改善程度的具体描述"故

我科以此为切入点进行相关研究探索) 通过研究发

现#中药熏蒸的温热作用能使内瘘侧桡动脉*头静脉内

径增加"血流量增大"局部血液循环加速) 其中桡动脉

内径增加的测量结果与于洪宇等'

#:

(在糖足一号熏洗

治疗
!

型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的临床研究中描述的下

肢动脉内径增加的研究结果相似) 同时药液在皮肤表

面的凝聚"可经皮肤吸收"作用于病变血管及神经"起

到疏经络*活血化瘀*清热化湿的作用"能促进内瘘血

管的发育) 方中重用黄芪为君药补气"气旺则血行&丹

参*赤芍*桃仁*红花为活血化瘀之良药"瘀去则脉络

通&当归活血养血"且化瘀不伤血&地龙属于虫类药"有

入络通经*活血散瘀之功效&大黄*黄柏*蒲公英*紫花

地丁具有清湿热*祛瘀*凉血*解毒等功效"黄晓红

等'

!"

(研究认为大黄*黄柏*蒲公英*紫花地丁等药物具

有提高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及改善一氧化氮修复血管内

皮的功能"并能降低
)c

#

%

*

)c

#

;

等炎性因子的作用"从

而起到抑制血管内膜增生和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的作

用"有利于疤痕组织的修复"减少内瘘近吻合口狭窄的

发生&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大黄还有降低毛细血管通透

性"减少伤口渗出"改善血管脆性等作用'

!#

(

"可以降低

内瘘反复穿刺出血*血栓形成的发生率)

通过对本研究治疗组
!%

例患者的观察发现#治疗

组在单次中药熏蒸治疗前后"桡动脉和头静脉内径*血

流量增加"头静脉充盈程度改善&在
8

*

;

*

#!

周时生理

学成熟率均高于对照组"在
;

周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F#!

周头静脉血流量及头静脉内径仍在增加"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通过中药熏蒸可以改善桡动脉

和周围血管血液循环"增加桡动脉血流量"使血管内剪

切力增大"加速内瘘血管$头静脉%的充盈扩张和动脉

化"促进内瘘血管的早期发育成熟) 治疗组近吻合口

狭窄的发生率较对照组低"可能与中药熏蒸治疗使手

术切口周围组织修复速度加快"疤痕组织增生减少"血

管内膜增殖得到抑制等多种因素有关"有待更多的临

床样本观察证实) 治疗组患者头静脉管壁的弹性优于

对照组"便于护士进行穿刺&穿刺后硬结*血肿*血栓形

成等并发症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尤其是血肿*硬结的

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可能与经中药熏蒸治疗后血

管壁弹性改善有关) 首次穿刺成功率治疗组虽然较对

照组高"但无统计学差异"可能受穿刺技巧等因素的影

响) 内瘘使用
%

个月内治疗组畅通率高于对照组"但

统计学差异亦不显著"可能与观察样本量小"观察时间

短等因素有关"有待更多的样本数据) 同时在第
#!

周

观察到两组患者头静脉血流量差异较
8

*

;

周更为明

显"可能与内瘘使用后硬结*血栓形成*血肿等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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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关)

总之"中药熏蒸配合功能锻炼的方法有易于操作*

并发症少*治疗费用低等优点"适用于绝大多数糖尿病

肾病及其他肾脏病患者自体动静脉内瘘成形术后"是

促进自体动静脉内瘘发育成熟*延长内瘘使用时间的

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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