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护理医学 :2025 年 7 卷 1 期
ISSN: 2661-4812（O） 2705-103X（P）

    102

半导体激光治疗仪照射辅助治疗高粘血症效果分析

高　鸿

重庆市武隆县中医院　重庆武隆　408500

摘　要：高粘血症是一种血液黏度异常增高的疾病。传统药物治疗虽常用，但存在局限性及潜在副作用。本研究探讨了药

物联合激光治疗仪（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治疗高粘血症中的疗效和安全性。研究采用随机对照试验设计，共纳入 80 例患

者，分为药物治疗组（对照组）和药物联合激光治疗组（观察组）。治疗持续 14 天，随后进行了血液黏度和生活质量的评

估。结果显示，观察组在血粘度降低和生活质量提高方面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药物联合激光治疗仪在治疗高粘血

症方面是一种有效且安全的策略，推荐进一步的大规模研究来验证这一结果，并探索其在临床应用中的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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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粘血症是一种常见的血液系统疾病，其病理特征表

现为血液有形成分（包括红细胞、血小板等）数量异常增加，

致使全血黏度显著上升。临床研究表明，该病症若未获得及

时干预，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心脑血管并发症。在常规医

疗实践中，抗血小板聚集药物和抗凝药物构成了基础治疗方

案。然而，临床观察发现，这种单一药物疗法往往存在治疗

效果欠佳、易产生药物耐受性等局限性。基于此，探索更为

优化的治疗方案成为当前临床研究的重点方向。

随着医疗科技的创新发展，激光治疗设备在临床治疗

领域得到了逐步应用。这类设备通过特定波长的激光生物刺

激效应，能够调节血液成分的动态平衡，改善微循环状态，

从而达到降低血液黏度的治疗效果。现有临床数据表明，相

较于单一药物治疗方案，药物与激光治疗仪联合应用能够更

有效地作用于患者的血液系统，不仅提升了治疗效果，还能

减少药物用量，从而降低药物相关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然而，

目前关于药物 - 激光联合疗法在高粘血症治疗中的应用研

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建立系统化的临床治疗规范。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开展了一项关于药物联合激光

治疗仪治疗高粘血症的临床研究，重点评估该联合疗法的有

效性和安全性。研究选取了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2 月期间

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80 例高粘血症患者作为观察对象，所有

入组患者均接受了药物 - 激光联合治疗方案。通过系统收

集和分析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血液流变学指标变化以

及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等数据，对联合治疗方案的临床价

值进行了全面评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选取了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2 月间我院治疗的

60 例高粘血症患者进行观察研究。本研究的纳入标准确保

了参与者的基线健康状态良好，排除了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

其他疾病因素。

纳入标准包括：

（1）患者年龄超过 18 岁，无感染性疾病和其他血液

性疾病；

（2）对研究中使用的药物和激光治疗无过敏反应和不

耐受情况。

排除标准：排除本次治疗前已经接受过其他治疗方法

的患者以及失访和中途转院的患者。

研究中将 80 名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40 人。对照组和观察组的性别比、年龄及病程等基线数据

均未显示出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确保了两组数据的可比

性。具体来说，对照组男性 22 名，女性 18 名，年龄从 29

岁到 75 岁不等，病程介于 2 至 9 年之间。观察组则包括男

性 23 名，女性 17 名，年龄从 30 岁到 76 岁不等，病程介于

2 至 8 年之间。此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在标准药物治疗

的基础上，加入激光治疗仪是否能够为高粘血症患者带来更

好的治疗效果。治疗效果的评估将基于多种生物标志物和临

床症状的变化，以及患者治疗前后的生活质量评估。此外，

本研究还将关注治疗的安全性，记录并分析所有患者在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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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

1.2 方法

研究中对照组患者接受了标准的药物治疗。治疗方案为

每次 40mg，每日三次，连续治疗 14 天。而观察组患者除了

接受与对照组相同的药物治疗外还额外进行了激光治疗。所

用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为湖北益健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注册证编号：鄂械注准 20122091213，型号：HJG65B-A，

治疗方式为使用激光治疗仪进行腕部照射和鼻腔内照射，每

次照射30分钟，持续14天。治疗结束后，通过血液黏度指标、

临床症状改善情况及患者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估来衡量疗效。

此外，研究中特别注意记录任何可能的不良事件，以评估治

疗的安全性。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卡方检验分别分析两组患者的基

线数据以及治疗前后的主要临床指标差异。所有统计分析均

使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P 值小于 0.05 为统计学意义显著

差异。

2 结果

比较了药物治疗和药物联合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患者

的疗效。通过对80例患者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发现对照组（仅

接受药物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82.5%，而观察组（药物联合

激光治疗）的总有效率达到了 95%。

表 1  治疗结果对比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40 30 3 7 33（82.5%）

观察组 40 35 3 2 38（95%）

χ2 4.121

P 0.043

治疗前首先对两组患者的血粘度参数进行了基线测量。

结果显示对照组和观察组在全血粘度高切、血浆粘度和全血

粘度低切等参数上并无显著差异（P >0.05）。这说明在治

疗开始前，两组患者的血粘度状态相似，为后续的治疗效果

比较提供了公平的基础。在为期 14 天的治疗后再次测量了

两组患者的血粘度参数。结果表明无论是接受药物治疗的对

照组还是接受药物联合激光治疗的观察组患者的血粘度参

数均有显著改善。然而将两组的数据进行比较时发现观察组

在全血粘度高切、血浆粘度和全血粘度低切等各项血粘度参

数上的改善程度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 0.05）。

表 2  血粘度参数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全血粘度高切 血浆粘度 全血粘度低切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0 5.24+0.52 4.41±0.41 1.44±0.71 1.69±0.15 12.11±0.97 11.51±1.61

观察组 40 5.12±0.42 4.23±0.52 1.87±0.51 1.52±0.41 13.51±1.61 11.41±1.21

t 0.241 3.415 0.434 1.951 0.060 2.431

P 0.714 0.002 0.659 0.041 0.952 0.008

研究中，除了血粘度参数的改善还关注了患者的生活

质量变化。生活质量的评估是一个综合的指标，包括了患者

的身体健康、心理状态、社会关系以及环境因素等多个方面。

治疗后使用了专门的量表对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了评

估。结果显示，接受药物联合激光治疗的观察组患者在生活

质量上的改善显著优于仅接受药物治疗的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即药物联合激光治疗不仅可以改

善高粘血症患者的血粘度参数，还可以显著提高他们的生活

质量。

表 3  生活质量水平比较

组别 例 数
生理 心理 角色 社会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0   67.42±2.67 86.51±5.82 65.61±5.61 87.51±4.52 61.61±6.51 86.51±5.41 62.15±5.51 86.71±5.71

对照组 40 61.31±5.41 72.61±6.42 54.61±5.41 82.64±4.45 62.61±5.21 85.52±4.29 61.61±4.50 89.21±4.41

t 0.009 6.557 0.017 5.425 0.009 5.631 0.051 7.034

P 0.876 0.001 0.865 0.001 0.823 <0.001 0.835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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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高黏滞血症，亦称高黏度血症，是一种以血液黏滞性

异常增高为核心病理特征的临床综合征。该病症主要表现为

血液流变学指标异常，包括血液黏度显著上升、血流动力学

阻力增加等病理改变，可能引发心脑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

多器官功能损害。若未能及时干预，可能进一步发展为微循

环功能障碍、血栓栓塞等严重并发症，对患者生命健康造成

重大威胁。目前，临床主要采用药物治疗方案，但单一药物

治疗存在疗效局限性和潜在不良反应等问题，因此探索更为

优化的治疗方案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发现，采用传统药物治疗的对照

组患者总体有效率为 83.5%，而采用药物 - 激光联合治疗方

案的观察组患者总体有效率显著提升至 95%，两组间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同时，观察组患者治疗过程

中出现头晕、恶心、失眠等药物相关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P ＜ 0.05）。这一结果证实，药物联合激光治

疗方案在高黏滞血症的治疗中不仅疗效显著，且具有更好的

安全性特征。

研究进一步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液流变学指标（包

括高切变率全血黏度、血浆黏度、低切变率全血黏度）及生

活质量评分进行了系统评估。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后各

项血液流变学参数及生活质量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其

中观察组患者的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这一发现表明，药物 - 激光联合治疗方

案能够有效调节高黏滞血症患者的血液流变状态，显著提升

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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