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INAN MEDICAL JOURNAL 《海南医学》2012年第23卷第11期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合并主动脉夹层12例分析
储 虹，樊 伟

(江苏大学附属宜兴市人民医院肾内科，江苏 宜兴 214200)

【摘要】 目的 探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合并主动脉夹层的临床特点及防治方法。方法 收集2005年1

月至2011年9月在江苏大学附属宜兴市人民医院肾内科450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中发生主动脉夹层的12例

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其临床特点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主动脉夹层患者12例(2.67%，12/450)，男性10例，女

性2例，平均(61±4.5)岁，7例在起病后3 d内死亡，1例行腔内介入治疗的患者在术后第2周死于手术并发症，另4

例患者经保守治疗后病情好转。结论 维持性血液透析合并主动脉夹层发生率较普通人群高，具有年轻化特

点，有效控制尿毒症并发症对预防主动脉夹层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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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12 cases of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complicated with aortic dissection. CHU Hong,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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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aortic dissection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

tients and to explore it's preventive measure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2 patients with maintenance hemodialy-

sis complicated with aortic dissection were analyzed, which were selected from the 450 aortic dissection in our depart-

ment from Jan. 2005 to Sept. 2011. The clinical featur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welve patients were found with

aortic dissection (2.67%, 12/450), including 10 males and 2 females, of an average age of (61±4.5) years old. Seven

patients died in three days after the onset of the disease (58.33%), and one patient received transluminal intervention

died of operative complications two weeks after surgery. Four patients had improved after conservative treatment.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aortic dissection is higher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than healthy individu-

als, and the onset age of aortic dissection tends to be younger. Effective control of uremic complications is of great sig-

nificance to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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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经验·

主动脉夹层(Aortic dissection，AD)是指血液渗

入主动脉中层形成夹层血肿，并沿主动脉壁延伸剥

离的严重心血管急症，不易诊断，死亡率极高。危险

因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主动脉中膜变

性、动脉粥样硬化、性别、年龄、吸烟、感染、营养不

良、结缔组织疾病、遗传等，而高血压是导致 AD 的

最重要因素。终末期肾功能衰竭的患者高血压发病

率达 80%，需肾脏替代治疗的患者则几乎均有高血

压，其中 1/4 血压控制不佳 [1]，且常有其他多重高危

因素，其 AD 的发病率较普通人群明显升高。本文

就我院收治的 12 例维持性血液透析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MHD)患者合并AD的临床表现和诊治

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以提高对AD的认识，减少误

诊，改善预后。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2005年 1月至 2011年 9月在江

苏大学附属宜兴市人民医院肾内科行维持性血液透

析患者 450例，其中经多排螺旋增强CT或磁共振明

确诊断为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的患者12例，男性10例，

女性2例，平均(61±4.5)岁。维持性血液透析时间6个

月至 8年。按De Bakey分型：Ⅰ型夹层 3例，Ⅱ型夹

层 1例，Ⅲ型夹层 8例。12例患者中，原发病为高血

压肾小动脉硬化5例，糖尿病肾病3例，慢性肾小球肾

炎4例。

1.2 起病方式及诊断 12例患者中，以疼痛为

主要表现来就诊者10例，其中8例为典型突发胸背部

撕裂或刀割样疼痛，伴有上下延展，急诊心脏血管造

影(CTA)或磁共振明确为AD；2例因心电图提示下壁

导联ST段抬高，肌钙蛋白 I升高，初诊为急性心肌梗

死，常规心超检查发现主动脉增宽，见可疑低回声区，

行主动脉CTA，提示升主动脉夹层累及右冠状动脉开

口。1例以昏迷伴有偏身肢体活动障碍就诊，初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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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积脑梗死，后因发热行胸部CT平扫时发现主动

脉明显增宽，再做大动脉CTA，见夹层累及颈总动脉，

致一分支次全闭塞。另1例无明显症状，偶然发现左

右上肢血压相差 50 mmHg (1 mmHg=0.133 kPa)，查

CTA提示主动脉夹层引起锁骨下动脉撕裂，真腔受压

迫，狭窄90%。

1.3 治疗方法 MHD患者确诊AD后，予绝对

卧床，避免剧烈活动，通便，心电血压监护，吗啡止

痛，联合应用硝苯地平控释片 30~60 mg/d，氯沙坦

50~100 mg/d，缓释倍他乐克片 47.5~95 mg/d；血压及

心率控制不佳者，静脉使用硝普钠 10~50 μg/min，倍

他乐克针剂 5~10 mg，严格维持血压在 90~110/60~

70 mmHg，心率 50~60次/min。所有患者继续行无肝

素血液透析，每次2.5~3 h，血流量150~180 ml/min，每

次超滤量 2~2.5 kg。同时，请血管外科会诊，判断有

无手术指征。因病情危重，手术风险极大，且费用昂

贵，11例患者无法承受该治疗。仅有1例患者在症状

缓解后，赴外院行AD腔内介入治疗。

2 结 果

12例AD患者中，7例在起病后7 h至3 d内死亡，

其中 3例高度怀疑死于夹层破裂，3例死于顽固性心

功能衰竭，1例死于大面积脑梗死。1例行腔内介入

治疗的患者在术后第二周死于手术并发症。另 4例

患者经保守治疗后病情好转，血压下降，症状缓解，心

功能基本正常，目前仍在维持性血液透析中。

3 讨 论

主动脉夹层是指主动脉内膜撕裂，血液进入动

脉壁内造成内膜与中膜分离，并沿着动脉长轴方向

扩展形成真假两个通道。本病在普通人群中发病年

龄高峰为60~70岁的中老年人，男女之比为2:1，其每

年发病率约为 2.9人/10万人。虽然并不是一种常见

病，但它具有高度危险性，发病 72 h内的死亡率超过

50% [2]。在我们的研究中，7例患者于72 h内死亡，达

58.33% (7/12)。此外，日本的尸检报告指出，普通人群

中AD检出率为0.24%~0.4%。1997年日本的Takeda

等[3]在对113位维持性血液透析死亡患者的尸检中发

现，AD尸检检出率为4.42% (5/113)，明显高于普通人

群。另一项来自日本的临床研究发现，维持性血液透析

患者的AD患病率仅为0.04% (3/7128) [4]，在我们的研

究中，AD的患病率为2.67% (12/450)。

AD的病因至今未明，在普通人群中最公认的发

病因素是主动脉中膜病变和高血压。在维持性血液

透析患者中，病因具有多样性。(1)高血压：维持性血

液透析患者约80%有高血压存在，且不易控制。长期

高血压影响血管壁的组成，造成血管内膜增厚及纤维

化，进一步损害血管壁的营养及氧气供应。(2)钙磷

代谢紊乱：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40%~50%存在钙磷

代谢紊乱，直接导致血管钙化。(3)血流动力学不稳

定：血液透析过程中，因血液流量大，需代偿性的增加

心搏量及高外周阻力，这种血流动力异常导致血管内

膜破裂及分离。现已证实，动静脉内瘘会增加心脏负

荷，增加心搏量。另外，透析间期体内水负荷的增加，

导致高血容量[5-6]。(4)肝素化：透析过程中需使用肝

素抗凝，这增加了出血风险。

AD 的临床表现多样，易导致漏诊、误诊。因其

早期死亡率极高，故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至关重要。

结合国内外MHD并发AD的文献报道，有以下特点：

(1)发病时间不等。MHD 后数月至数年均有 AD 报

道，本研究中为6个月至8年。(2)发病年轻化。本研

究中平均年龄61岁，分析所有文献报导，50岁以下发

病者占 30%，最年轻者为 32 岁 [3-4,7-10]。(3)发病方式。

所有报道的文献病例均以胸、腹、背痛发病，本文中除

一例是以昏迷，偏瘫发病外，亦均以疼痛发病。另外，

日本的报导中有5例表现为猝死。另外，文献报道以

亚洲国家为主，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鲜有报导，可能

与开始透析的时机、透析充分性及尿毒症并发症的控

制有关。通过文献资料的分析，笔者认为当MHD患

者出现以下情况要高度疑诊AD，需及时选择心脏彩

超、增强螺旋CT或MRI检查：(1)突发胸痛、腹痛、腰

痛，且呈刀割或撕裂样；(2)短期出现主动脉瓣关闭不

全者；(3)呈休克外貌，但血压常不低或者升高；(4)无

脉、两侧脉搏不对称或血压差异明显；(5)不明原因的

胸腔积液或心包积液[11]。MHD合并AD的药物治疗

关键是控制血压、降低心率和左室射血分数，将血压

降至维持心、脑、肾灌注的最低需要水平。透析方式

需改为无肝素透析，并尽量降低血流量，缩短每次透

析时间，增加透析次数。建议有条件的患者行床旁连

续性血液净化治疗。介入治疗AD是新近发展起来

的治疗方法，但 MHD 患者由于有严重的基础疾病，

手术风险明显增加，国内目前仅有2例报导[12]。

因此对于维持性血液透析的患者，在有效控制血

压的同时，需积极控制尿毒症的并发症，控制透析间

期水负荷的增加。对于高危人群需定期进行超声、胸

片等检查，及早发现主动脉夹层，及早进行干预治疗，

提高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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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经验·

失眠是临床上的一种常见多发病，其临床症状为

患者入睡困难或具有维持睡眠障碍，从而导致其睡眠

时间或质量不足，影响其个体生理睡眠需求，一般长

期失眠可导致患者出现焦虑、抑郁或其他精神病症，

影响其生活质量[1]。目前尚无针对失眠症患者的特效

根治药物，但相对西医而言，中医药治疗失眠更加注重

整体观念，标本兼治，临床疗效更优[2]。参芪五味子片

是由党参、黄芪、五味子、酸枣仁等组成，在治疗失眠上

具有独特的临床疗效[3]。我院在2009年1月至2010年

12月间对46例失眠症患者采用了参芪五味子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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