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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护理技术在动静脉内瘘血栓
防护中应用的研究进展
李秀丽，邓建华，鄂海燕，唐 玲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北京，100078）

摘要：血栓形成是动静脉瘘患者常见并发症。本文从动静脉内瘘血栓形成的相关

因素、预防血栓的常规护理措施、中医护理技术在预防血栓中的应用以及中医护理

技术在防治血栓的作用机理四个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护理提供参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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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techniques in the prevention of

thrombus in arteriovenous fistula
LI Xiuli，DENG Jianhua，E Haiyan，TANG Ling

（Dongfang Hospit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100078）

ABSTRACT：Thrombosis is a common complication of arteriovenous fistula. This article re⁃
viewed the risk factors of the generation of thrombosis in arteriovenous fistula，and conventional
nursing measures of prevention. Specifically，the mechanism and application of TCM nursing
technology in preventing thrombosis was included in the current study，in order to provide guid⁃
ance for clinical nursing practices.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technology； arteriovenous fistula；
thrombus；health education；puncture；moxibustion

血液透析是治疗肾衰竭较常用且有效的临床方

法。动静脉内瘘是血液透析患者的长期血管通路，

是血液透析患者的“生命线”［1-2］，具有长期通畅率高、

感染率低、流量好、使用方便等优点。动静脉内瘘血

栓形成导致内瘘闭塞的年发生率为 2. 4%～

19. 6%［3-4］，是患者内瘘功能丧失的最主要原因［5］，可

严重影响患者透析的疗效，且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精

神痛苦和经济损失［6-7］。因此预防动静脉内瘘血栓

对于透析患者意义重大。常规的预防动静脉内瘘血

栓的措施包括：提高护士的穿刺成功率、避免包扎过

紧和压迫时间过长、避免超滤过度、加强健康宣教

等［8］。随着我国中医药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医护理

技术因其“简、便、廉、验”的总体特色，在动静脉内瘘

护理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应用，并取得了不少成

果。但目前关于动静脉内瘘血栓的研究多集中于个

案护理，缺少集中的总结，现将中医护理技术在血液

透析患者动静脉内瘘血栓防护中的应用进行综述，

以为更好的护理血液透析患者提供依据。

1 动静脉内瘘血栓形成的相关因素

1. 1 疾病相关因素

1. 1. 1患者病情的基本情况较差：患者若患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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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血液运行缓慢、容易发生血小板聚集的高脂

血症、血液黏稠、高血糖水平、低血压等基础

病［9-11］，发生血栓的隐患较大。患者的血小板若

有聚集性高的特点，血管性血友病因子得到更多

的释放，脂蛋白异常，导致患者血栓形成，而在血

栓形成时，会对内瘘血流量的有效性产生影响，降

低透析质量［12］。继往研究［11］表明糖尿病可导致全

身血管内皮损伤、血管内膜增生，对血流动力学造

成影响，最终导致内瘘狭窄或栓塞。低血压可致

血液流至吻合口时流速过慢形成血栓，加之透析

期间过度超滤造成患者血容量低，血液黏稠度升

高，进一步加速血栓形成［13］。同时收缩压越高脉

压差越大，导致血压波动或不稳定会造成血管内

皮细胞的损伤、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等体

液调节系统、增加炎性反应，继而增加血管通透

性，易发生自体动静脉内瘘血栓［14］。

1. 1. 2血管条件差：患者血管直径小、内皮功能损

伤、凝血功能高、血管硬化、血管弹性差，导致血管

运输能力弱，血栓发生率高，可导致动静脉内瘘

失功［15］。

1. 2 医疗护理因素

1. 2. 1动静脉内瘘的评估不到位：穿刺时护士尽

可能做到一次性穿刺成功，防止损伤内瘘血管壁，

对出血的患者应及时处理［16］。护士在为患者进行

动静脉内瘘穿刺前，应充分评估动静脉内瘘的情

况，如听诊音、触诊音、皮肤情况等，待评估无异常

后进行操作。血液透析过程中，观察血流量是否

减少，是否达到有效血液透析血流量标准，如有异

常应及时通知医生，询问患者，结合实际情况进行

处理，切记不可盲目穿刺［17］。

1. 2. 2使用动静脉内瘘过早：动静脉内瘘的成熟期

一般为2周，应在2周后开始使用，有研究［18］显示，过

早使用动静脉内瘘进行透析，在操作的过程中很容

易使患者的血管壁受损，影响患者的凝血系统，导致

血小板血栓出现，缩短动静脉内瘘寿命。

1. 2. 3护士操作因素：护士操作不当也是导致血

栓形成的因素之一［19］，叶蔚蔚等［8］报道，穿刺失

败、包扎过紧、透析后压迫止血时间>30 min、超滤

和收缩压降低是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动静脉内瘘

血栓形成的独立危险因子。穿刺技术不过硬，导

致在同一部位反复穿刺会造成患者血管内膜损

伤；穿刺失败或拔针后压迫不当；透析后包扎过紧

或时间过长均可导致血管腔狭窄、血栓形成、血管

闭塞［20］，导致反复穿刺，增加血管内膜损伤几率，

血栓形成和感染风险较大。

1. 2. 4血液透析患者的管理不到位：研究［21］显示，

专项健康宣教护理可辅助降低动静脉内瘘患者并

发症的发生情况。医护人员对患者的健康宣教，

能够引起患者对动静脉内瘘的重视，可有效避免

动静脉内瘘失功［22］。同时，医护人员根据患者的

身体状况、动静脉内瘘的情况随时调整透析方案

及有策略的进行内瘘穿刺，可有效的避免内瘘血

栓的形成。未定期评估、调整治疗方案不及时，可

导致患者钙磷代谢甲状旁腺功能紊乱（钙磷乘积

>40、甲状旁腺素>300 pg/ml）、血液黏稠度增加

（高脂血症和血红蛋白过高）、干体重设置过低发

生透析中低血压等情况，易引起动静脉内瘘血栓

形成和闭塞［23-24］。

1. 3 患者饮食习惯与自我护理依从性

1. 3. 1患者饮食习惯不良：患者的高钠、高钾等食

物的摄入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从而引发高血压、心

率失常甚至导致死亡［25］；若因饮食不洁、生冷食

物，导致腹泻，透析大量超滤，血压不稳定，严重影

响血管功能，导致血流缓慢，则可在血管内形成

血栓［9］。

1. 3. 2自我护理依从性较差：术后的功能锻炼、科

学观察内瘘、学会识别异常情况以及日常皮肤清

洁等都有利于动静脉内瘘功能的保护。李爱霞

等［26］研究表明，家庭护理干预可有效降低血液透

析患者的动静脉内瘘血栓形成率，提高患者的护

理满意度。但是仍有患者依从性较差，对于自身

的疾病不够了解，未掌握正确的维护方法，如瘘侧

肢体提重物、睡姿不正确、不能及时发现内瘘的异

常现象等，均可诱发动静脉内瘘血栓［19］。

2 预防动静脉内瘘血栓形成的常规护理
措施
2. 1 透析前加强动静脉内瘘血栓形成的观察

护士穿刺前，应观察动静脉内瘘外观有无颜

色改变或者肿胀；对动静脉内瘘进行听诊，正常的

动静脉内瘘听诊时可听见“隆隆”吹风样血管杂

音；询问患者动静脉内瘘处是否存在疼痛等不适

感觉；对动静脉内瘘进行触诊，触诊动静脉吻合口

血管震颤是否减弱或消失［27］。待评估无异常后方

可进行穿刺，切忌盲目穿刺，降低血栓发生

风险［19］。

2. 2 提高护士穿刺成功率及规范化操作

且穿刺护士要对患者的可穿刺处进行穿刺规

划，提高穿刺成功率，避免反复穿刺。张艳勤等［28］

··14



Vol. 7，No. 8，2021 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ive Nursing

http：/ / www. zxyjhhl. com. cnOPEN ACCESS

研究显示：采用钝针扣眼穿刺法能减少血栓形成、

动脉瘤、内瘘狭窄/闭塞的发生率，与传统区域穿

刺法比较疼痛感低。完成透析后，护士指导患者

正确的止血方法，结合实际血压值、AVF对绷带

按压时间予以合理控制，采取先紧后松原则，在按

压 5～10 min 后弹力绷带适当放松，直至 30～
60 min无出血后方可将绷带撤离，如仍存在出血

应持续按压［29］。

2. 3 透析后加强对患者的健康指导和管理

动静脉内瘘是透析患者的“生命线”，要加强

患者及家属的重视程度，按医嘱用药，加强饮食护

理、心理护理，根据宣教内容进行功能锻炼等常规

家庭护理［30-31］。采用现代通讯手段对患者进行

“云”护理，龙思宇等［32］研究表明，患者透析间期使

用微信进行云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患者在微

信平台的指导和监督下，积极参与自我管理，提高

自身对动静脉内瘘相关知识的认知，动静脉内瘘

的护理能力、功能锻炼的依从性等都有显著提高，

患者动静脉内瘘血栓发生率降低，自我管理能力

和依从性显著提高。

3 中医药护理技术在预防动静脉内瘘血
栓中的应用
3. 1 手法按摩

鲁华等［33］在动静脉内瘘术后采用在内瘘静脉

段近心端依次采用揉法、捏法、叩法、推法 4种按

摩手法进行按摩，每种手法按摩 20～30 s，每个手

法间隔 30 s，可有效预防动静脉内瘘血栓的形成。

郭月月等［34］在给予内瘘围术期常规护理的基础

上，循手三阴经、手三阳经经穴进行推拿，结果显

示，经穴推拿能促进动静脉内瘘早期成熟，提高首

次内瘘穿刺成功率，降低术后并发症，增加远期使

用时限。

3. 2 中药外敷联合中药浸泡

罗秀梅等［35］对行动静脉内瘘术的老年患者，

在给予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中药浸泡加外敷的

方法干预 2周，结果显示观察组血管内径、血流量

明显增加，造瘘术后失败情况减少，通过浸泡后敷

于局部，使局部药物处于高渗透压状态，促进吸

收，进一步软化血管，增加血管弹性，利于术中动

静脉内膜对位吻合，减少动静脉吻合口破裂出血、

血栓形成的概率，提高动静脉内瘘的成功率。

3. 3 艾灸

黄璟等［36］对行自体动静脉内瘘成形术后患

者，在基础治疗基础上行温和灸，结果显示动静脉

内瘘成形术后早期运用艾灸疗法能减少内瘘早期

并发症的发生，长期艾灸疗法可保持内瘘通畅、改

善内痿血流、预防血栓，具有改善动静脉内瘘远期

功能的作用。研究［37］表明，艾灸通过下调 PAI-1
的含量提高纤溶系统活性，上调 6-Keto-PGF1α/
TXB2的比值，降低黏附因子v WF，调控血小板活

化，提示艾灸对于血栓形成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3. 4 中药熏洗联合中药外敷

莫贝霞［38］在基于常规治疗及护理基础上进行

中药熏洗联合木瓜酒湿敷，结论显示中药熏洗配

合木瓜酒湿敷能有效促进内瘘成熟、提高内瘘质

量，减少内瘘血栓情况的发生。

4 中医护理技术防治动静脉内瘘血栓的
作用机理
4. 1 手法按摩

推拿按摩作为预防、保健、医疗与康复的重要

手段，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有效改善患者

的气血不和、脉络不畅症状。从现代医学方面看，

手法按摩能够使粘连的组织得以分离，促进血液

循环［39］。手法按摩主要用于防治动静脉内瘘血栓

形成，该领域常使用揉法、捏法、推法、按法等按摩

手法。

4. 2 中药外敷

中药外敷法是中医特色疗法之一，是在中医

基础理论指导下，将中药外敷于体表皮肤，通过局

部皮肤将药物渗透到深层组织，达到一定的药物

浓度，从而起到治疗目的。中药外敷法在动静脉

内瘘皮下血肿方面运用较广泛。有学者认为中药

外敷法使中草药药力与热力共同作用于动静脉内

瘘血肿部位，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局部血流加速，

毛细血管扩张，促进了炎症消散和吸收，加速组织

的再生，进而有效预防血栓的形成［40］。

4. 3 艾灸疗法

艾灸疗法是以艾绒为主要原料，点燃后放置

腧穴或病变部位，进行烧灼和熏熨，通过其温热刺

激及药物作用来防治疾病的一种外治方法，现代

研究认为艾灸燃烧时产生的温热效应及艾草本身

的药效共同作用以达到活血化瘀的作用［41］。徐森

磊等［42］的实验中显示，艾灸能抑制 CD62p 的活

性，抗血小板聚集，减少血栓性疾病的发生。

4. 4 中药熏洗

中药熏洗法是将中药煎液趁热在皮肤或患处

进行熏蒸、熏洗，而达到治疗目的的中医外治法。

溻渍法也是中药熏洗疗法的一种。中药熏洗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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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药力与热力联合，一方面药物透皮吸收，发挥全

身治疗作用，另一方面局部可以缓解血管平滑肌

的痉挛，改善因术后炎症和损伤导致的局部水肿

和高凝状态，降低动静脉内瘘血栓形成的风险［43］。

5 小结

动静脉内瘘血栓形成被认为是血液透析患者的

严重并发症，不仅影响其正常治疗，导致其生活质量

下降，增加住院费用，部分患者还会因透析不充分引

起如心力衰竭、肺水肿或高钾血症等并发症［44］。中

医护理技术在动静脉内瘘并发症的防治中有良好的

应用效果，其中中药外敷法应用最为广泛。中医护

理技术在改善动静脉内瘘皮下血肿、血栓形成及促

进内瘘成熟方面效果显著，值得临床借鉴。医护人

员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发现，中医护理技术虽然应

用效果显著，但也存在以下问题：①中药外敷、中药

熏洗等中医护理技术无统一定义及规范的操作流程；

②样本量少、观察时间短、没有随访；③探讨作用机

理的文献较少，且多为联合治疗，难以揭示中医外治

法起效的确切机制；④中医护理技术的疗效评价主

要通过物理检查、患者症状改善情况、彩超检查等手

段评估，缺乏统一的疗效评价标准，尚未检索到从血

管病理上观察、探讨中医药对动静脉内瘘血管内膜

的干预作用。未来展望：鉴于透析患者大部分患者

为门诊患者，随着中医护理门诊的发展，可设立透析

患者中医护理门诊，使中医护理技术在患者身上得

到持续应用，尤其是在预防动静脉内瘘血栓方面。

开放评审

专栏主编点评专栏主编点评：：该篇论文作者以保护血液透

析患者的“生命线”为目标，从动静脉内瘘血

栓形成的相关因素、预防血栓的常规护理措

施、中医护理技术在预防血栓中的应用以及

中医护理技术在防治血栓的作用机理进行综

述。论文具有实用性，观点表达准确，思路清

晰，层次分明，查阅的参考文献资料符合论文

要求，起到为护理血液透析患者提供参考借

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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