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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脑出血开颅手术联合应用血凝酶的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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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对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应用开颅手术联合应用血凝酶治疗方式实施救治的疗效。 
方法  选取2013年5月至2016年3月我院接收诊治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28例作为研究样本，将其随机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每组14例。对照组应用开颅手术治疗方式，观察组采取开颅手术联合应用血凝酶治疗方式。观

察并比较两组患者血肿腔内残余积血量。结果  给予对应治疗方式后，观察组患者血肿腔内残余积血量平均

为（7.3±1.3）ml，对照组患者血肿腔内残余积血量平均为（16.2±1.9）ml，观察组患者血肿腔内残余积血

量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对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应用开颅手术联合应用血凝酶治疗方式实施救

治，疗效显著，对患者血肿腔内残余积血量的减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加快患者凝血速率，减少出血情形

及并发症发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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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脑出血是由高血压疾病引发的并发症，病症十

分严重，发病人群的年龄多在50到60岁之间，而且以男性

患者居多。一般来说高血压脑出血病人发病是因为高血压

病人进行了过度的体力劳动或者脑力劳动、情绪激动等情

况而致使体内血压快速升高，脑血管承受不住过高的压强

而破裂出血[1]。高血压脑出血的发病率极高，死亡率也极

高。本次研究将我院接收诊治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28例作

为研究样本，探究对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应用开颅手术联

合应用血凝酶治疗方式实施救治的疗效。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5月至2016年3月我院接收诊治的高血压

脑出血患者28例作为研究样本，均为我院依据相关标准

确诊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每组14例。对照组男女比例为8:6，年龄42～65岁，

平均为（49.55±3.82）岁，出血量27～69 mL，平均为

（49.7±5.7）mL；观察组男女比例为7:7，年龄41～67岁，

平均为（48.72±4.74）岁，出血量26～68 mL，平均为

（48.6±5.3）mL。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出血量等方面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应用开颅手术治疗方式，观察组采取开颅手术

联合应用血凝酶治疗方式。观察组在对腔内液体作彻底性

清理后给予注射用血凝酶巴曲亭，应用剂量为0.5 U，将其

注入患者血肿腔内，5 min后用明胶海绵作吸干处理，并将

明胶海绵置于血肿腔内作填充处理，引流处理后关颅[2]。术

后即对观察组患者应用巴曲亭静脉滴注，滴注剂量为1 U，

术后第二日再次对患者应用巴曲亭静脉滴注，滴注剂量为

1 U。对照组患者术后仅给予常规处理，应用止血敏及止血

芳酸。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血肿腔内残余积血量。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8.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

使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就本次实验结果来看，给予对应治疗方式后，观察组患

者血肿腔内残余积血量为3～11 ml，平均为（7.3±1.3）ml，
对照组患者血肿腔内残余积血量为 1 0 ～ 2 1  m l ， 
平均为（16.2±1.9）ml。由此可见，观察组患者血肿腔内

残余积血量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如表1。
表1 两组患者血肿腔内残余积血量对比

组别 n 血肿腔内残余积血量

对照组 14 16.2±1.9

观察组 14 7.3±1.3

3 讨 论

患有高血压疾病的中老年患者在过度活动之后或者情绪

激动的情况下容易发病，会出现失语、偏瘫等神经性功能缺

失，严重情况可能会导致头痛，甚至是意识模糊，最终可能

引发脑出血，此时最好进行CT检查以便确诊。对于高血压脑

出血的治疗具有选择性，如果是少量出血，可以采用内科治

疗，包括必须卧床，使用止血药、脱水药，保持水和电解质

的平衡，稳定血压，注意保持呼吸顺畅[3]。如果出血量较大，

需要开颅手术清除血肿。本次研究发现，给予对应治疗方式

后，观察组患者血肿腔内残余积血量平均为（7.3±1.3）ml，
对照组患者血肿腔内残余积血量平均为（16.2±1.9）ml， 
观察组患者血肿腔内残余积血量显著低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对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应用开颅手术联合应

用血凝酶治疗方式实施救治，疗效显著，对患者血肿腔内

残余积血量的减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加快患者凝血速

率，减少出血情形及并发症发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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