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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老年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用腔内血管形成术效果及安全性。方法：选 2019 年 1 月—2021 年 1 月

笔者所在医院治疗的 88 例患者，分为常规组行下肢动脉旁路移植术和研究组行腔内血管形成术。对比两组术前术后足背动脉

血流动力学及并发症情况。结果：术后 3 月研究组足背动脉血流动力学相关指标优于常规组（P ＜ 0.05）；研究组并发症发

生率低于常规组（P ＜ 0.05）。结论：腔内血管形成术临床治疗效果较为显著，安全性较高，有临床推广价值。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and safety of endovascular angioplasty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lower extremity 
arteriosclerosis obliteran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1, 88 patients treated in the hospital where the author was 

located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ventional group for lower extremity arterial bypass grafting and the research group for endovascular 

angiogenesis. The hemodynamics and complications of dorsalis pedis artery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ree months after operation, the hemodynamic indexes of dorsalis pedis artery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routine group (P ＜ 0.05);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routine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Endovascular angioplasty has significant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 high safety and clinical populariz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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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治疗老年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采用腔内血管形成术临

床治疗效果较为显著，可以改善术后各种症状出现情况，改

善足背动脉血流动力学相关指标，且手术的安全性较高，有

临床推广价值。

2 资料与方法

2.1 资料

选择 2019 年 1 月—2021 年 1 月笔者所在医院进行治疗

老年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 88 例患者，随机分为常规组

和研究组。常规组 44 例，男性 24 名，女性 20 名，患者年

龄 60~75 岁，平均（67.5±6.8）岁；研究组 44 例，男性，

22 名，女性 22 名，患者年龄 60-78 岁，平均（68.9±6.5）岁。

所选患者均经临床诊断为老年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

者；均无交流障碍；且两组患者年龄、病历等一般资料无较

大差异（P ＞ 0.05），因此具有比较意义。

2.2 方法

2.2.1 常规组
实行下肢动脉旁路移植术进行治疗，进行椎管内麻醉，

对闭塞动脉相关的上下部分做以游离解剖，在术中实现常规

抗凝，闭塞动脉的上下端口可以使用自体的静脉血管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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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血管来进行端侧吻合，切口吻合完成后进行造影观察。

2.2.2 研究组
实行腔内血管成形术进行治疗，通过造影了解患者具体

血管情况，分析情况制定手术方案；将患者患病侧或者健侧

麻醉并向患侧的动脉穿刺，成功穿刺后将 5F 动脉鞘放置在

内，通过“路径图”的指引，将导管与导丝配合选入病变血

管段，通过发生病变的血管段，经过造影证明导管在真腔后，

沿着导丝将不同直径和长度的专用球囊送入，缓慢加压；通

过造影观察到残余狭窄小于 30% 即可停止。如果在手术中

出现导丝进入不顺利的问题，可以在其远端的动脉进行逆行

穿刺，再次造影后扩张，以此来确保治疗效果。手术中要掌

握患者情况，防止患者血栓、血管弹性回缩等现象出现，根

据情况还需要对患者进行支架植入。术后缝合血管或进行穿

刺部位压迫止血。

2.3 观察指标
观察记录两组患者在术前、术后足背内径、血流峰速以

及血流量的变化情况，内径越大，血流峰速越小，血流量越

大则表明治疗效果越好。

记录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包括血肿、出血、心

律失常、心肌梗死等。

2.4 结果统计

用 SPSS23.0 分析，计量资料用 t、（ sx ± ）检验表示；

计数资料用 x2、% 检验表示，两组比较（P ＜ 0.05），统计

学有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手术前后的足背动脉血流动力学对比

术前两组患者足背动脉血流动力学无明显差异，（P ＞

0.05）；术后 3 月研究组患者足背内径、血流峰速以及血流

量明显优于常规组（P ＜ 0.05），见表 1。

3.2 两组老年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并发症情

况对比

研究组血肿、出血、心律失常、心肌梗死等并发症发生

率明显低于常规组（P ＜ 0.05），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足背动脉血流动力学比较 ( sx ± )

时间 组别 d（内径）/mm V（血流峰速）/（cm.s-1） 血流量 /（mL/s.mm2）

术前
研究组（n=44） 1.18±0.26 50.08±7.42 0.51±0.07

常规组（n=44） 1.17±0.28 50.05±7.96 0.50±0.06

T — 0.1736 0.0183 0.7195

P — 0.4313 0.4927 0.2369

术后

研究组（n=44） 1.43±0.32 36.42±6.01 0.68±0.11

常规组（n=44） 1.29±0.26 42.56±6.35 0.53±0.07

T — 2.2523 4.6583 7.6312

P — 0.0135 0.0000 0.0000

表 2 老年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并发症比较 [n（%）]

组别 n 血肿 出血 心律失常 心肌梗死 并发症发生率（%）

研究组 44 1 1 0 0 2（4.55）

常规组 44 3 3 2 1 9（20.45）

2x — — — — — 5.091

P — — — — —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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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可调钠透析方法，通过对钠浓度进行逐次调控实现稳

定的钠浓度提升。基于论文的研究来看，也正是基于此原理

以及此目的所形成的，在实践过程中已经充分证明可调纳透

析方法对透析低血压患者症状改善以及护理效果的提升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5 结语

在当前血液透析患者接受治疗的过程中，采取普通的透

析方法，所起到的实际作用虽然较为显著，但是会产生比较

多的并发症，对患者的后续治疗及身体健康造成影响。所以

通过采取可调钠透析方法，能够使患者一方面提高自身接受

治疗的能力以及恢复效果，另一方面则还是能够让患者出

现并发症的几率大大降低，对患者的全面康复具有重要的意

义，所以在当前的血液透析研究工作当中，一定要对可调钠

透析方法进行全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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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老年群体较为常见的疾病，其发

病机制以及发病原因较为复杂，主要原因是脂质沉淀，出现

炎症反应以及动脉的内膜受到损伤。该疾病早期没有显著症

状，很容易被忽略，在临床中治疗的方式有药物治疗、手术

治疗、介入治疗等，药物治疗主要用于早期和中期患者，对

于用药后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者，就需要采取手术或是介入

治疗，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治疗方式就会有导致下肢溃疡或

足坏疽。下肢动脉旁路移植术是传统的治疗方式，手术的创

伤较大且风险较高，随医学的不断发展，腔内血管成形术逐

渐成熟并应用在临床治疗中。

腔内血管成形术主要优点在于创伤较小，安全性能高，

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的跛行及疼痛等临床症状，加快溃疡创面

的愈合速度，有效重建下肢的血流循环，改善血液的内部供

血情况。从研究结果来分析，手术前两组患者足背动脉血流

动力学情况无较大差异，（P ＞ 0.05）；术后 3 月研究组患

者足背内径、血流峰速以及血流量情况明显优于常规组（P＜ 

0.05）；研究组血肿、出血、心律失常、心肌梗死等并发症

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组（P ＜ 0.05）。由此来看，腔内血管

形成术在治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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