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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ｒａ ＰＤＡ ｏｃｃｌｕｄｅｒ ｏｆｆｅｒ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ｈａｎ
ｉｔｓ ｆｉｒｓ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ｓｉｎ． Ｗｉｄｅ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ｗａｒｒａｎｔ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ｕｃｔｕｓ 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ｕｓ ｐａｔｅｎｔ； Ｈｅａｒｔ Ｄｅｓｅａｓｅ ／ ＣＮ

　 　 先天性心脏病（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ＨＤ）
是小儿先天性畸形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在我国的发

病率约为 ０． ８３％ ［１］ 。 该病包括动脉导管未闭、室间

隔缺损、房间隔缺损等［３］ ，而动脉导管未闭（ ｐａｔｅｎｔ
ｄｕｃｔｕｓ 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ｕｓ，ＰＤＡ）又是先天性心脏病中最常见
的一种类型。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外科医生

多采取介入封堵术来治疗 ＰＤＡ［２］ 。 介入封堵治疗
ＰＤＡ具有创伤小、住院时间短、安全性高等优势，已
被广泛应用于临床［４，５］ 。 当前临床上多采取第一代

Ｃｅｒａ动脉导管未闭封堵器进行介入治疗。 而近年来，
医疗器械研究人员通过进一步的改良，研制出了第二

代 Ｃｅｒａ动脉导管未闭封堵器，并逐渐将其应用于临
床治疗中［６］ 。 为分析新一代 Ｃｅｒａ动脉导管未闭封堵
器的治疗效果，本研究对我院收治的 ４６ 例采用不同
Ｃｅｒａ动脉导管未闭封堵器的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患者
进行对比分析，为更系统地治疗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提

供理论依据。

材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及分组方法

研究对象为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

院儿科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期间收治的小
儿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入选标准： ①通过超声心动
图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且经心脏彩超检查

判定为左向右分流型者； ②胸部 Ｘ线片结果显示心
脏增大，并伴有右房右室增大及肺动脉段突出者；

③研究期间全程在我院进行住院治疗者； ④病例资
料完整者。 排除标准： ①排除有较大动脉导管未闭
或室间隔缺损不宜进行手术者； ②严重重要脏器功
能不全者； ③合并肿瘤、血液系统、免疫系统及精神
疾病者； ④预计生存期 ＜ １ 年者； ⑤主观上不同意
参与本试验、不能全程配合治疗及不能按时随诊

者［２］ 。 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均符合伦理学标准，研

究正式开始前与患儿家属充分沟通，家属均表示知

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最终共纳入有效研究

对象 ４６ 例。 根据入院时间进行编序，而后根据序号
的奇偶性将研究对象等额分配至分为实验组和对

照组（每组各 ２３ 例）。 两组患儿性别、原发疾病、年
龄、病程指标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具
有可比性。 见表 １。

表 １　 两组患儿基本情况［ｎ（％ ） ／ （ｘ ± ｓ）］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ｔｗｏ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ｎ（％ ） ／ （ｘ ± ｓ）］

基本情况
性别

男 女

原发疾病

ＶＳＤ ＰＤＡ ＶＳＤ合并 ＰＤＡ
年龄

（岁）

病程

（年）

ＡＤＯⅠ组 １５（６５． ２２） ８（３４． ７８） １３（５６． ５２） ５（２１． ７４） ５（２１． ７４） １． ６９ ± ０． ７５ ０． ７４ ± ０． ２０

ＡＤＯⅡ组 １３（５６． ５２） １０（４３． ４８） １５（６５． ２２） ４（１７． ３９） ４（１７． ３９） １． ７４ ± ０． ６８ ０． ７０ ± ０． １８

　 　 二、治疗方法
所有接受 Ｃｅｒａ 动脉导管未闭封堵器进行治疗

的患儿均符合相关治疗准则及自身的解剖特点。 实

验组采用第二代 Ｃｅｒａ 动脉导管未闭封堵器介入治
疗（后称 ＡＤＯⅡ组）；对照组采用第一代 Ｃｅｒａ 动脉
导管未闭封堵器介入治疗（后称 ＡＤＯⅠ组）。 术前
均对两组患儿采取药物治疗，并给予洋地黄强心、

呋塞米利尿以及卡托普利静脉滴注；术前给药 ８ ｈ，
术后连续给药 ７ ｄ左右［７］ 。

１． ＡＤＯⅠ组：采用第一代 Ｃｅｒａ 动脉导管未闭
封堵器介入封堵法进行治疗，根据患儿的不同病情

选用不同的介入封堵法，具体分为以下几种：

（１）动脉导管未闭：常规消毒后局部麻醉，全身

肝素化抗凝处理，对右股动脉及右股静脉进行穿

刺。 选择与 ＡＤＯⅠ腰部动脉导管未闭最狭窄处直
径大小（约 ２ ｍｍ）相同的封堵器。 封堵完毕后行降
主动脉造影及超声心动图检查，确保封堵器位置良

好，无残余分流，未造成降主动脉狭窄。

（２）室间隔缺损（肌部）：常规消毒、局部麻醉后
对患儿进行全身肝素化抗凝处理，测量患儿的上下

腔静脉与右房室的压力值以确定缺损部位及形态，

并在动静脉建立轨道，导入输送长鞘，将第一代 Ｃｅ
ｒａ动脉导管未闭封堵器沿输送长鞘送至指定位置。
沿输送鞘将封堵器输送至左心室心腔内部，缓慢回

撤封堵器，紧贴左心室间隔，在左心室造影及超声

心电图引导下确认封堵器位置良好、形态正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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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图无明显心律失常后释放封堵器［８］ 。

２． ＡＤＯⅡ组：在 ＡＤＯⅠ组治疗的基础上，将第
一代 Ｃｅｒａ动脉导管未闭封堵器全部替换成第二代
Ｃｅｒａ动脉导管未闭封堵器介入治疗，具体操作方法
同 ＡＤＯⅠ组。 两代 Ｃｅｒａ 动脉导管未闭封堵器介入
封堵的方法一致，术后需要实时监测患儿的凝血功

能，临床医师需要结合自身经验判断是否需要预防

性使用小剂量阿司匹林。 两组患儿接受手术后均

需卧床休息 ２４ ｈ。
３． 第二代 Ｃｅｒａ动脉导管封堵器介绍
陶瓷膜封堵器是在镍钛合金封堵器（第二代

Ｃｅｒａ动脉导管封堵器的典型代表）表面通过多弧离
子镀技术将纳米级氮化钛轰击到镍钛合金金属表

面，形成纳米结构氮化钛涂层。 纳米氮化钛属纳米

陶瓷的一种，它克服了陶瓷材料的易碎的弱点，且

具有耐腐蚀、生物相容性好、无排异反应、无毒害、

不致癌、活泼性差、韧性高等一系列优点。 见图 １。

图 １　 陶瓷膜动脉导管未闭封堵器
Ｆｉｇ． １　 Ａ ｃｅｒａｍｉｃ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ｄ ＰＤＡ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ｒ

　 　 陶瓷膜动脉导管未闭封堵器是一种经皮、经导
管植入的封堵器，用于对动脉导管未闭（ＰＤＡ）患儿
进行封堵，适应证包括： ①单纯 ＰＤＡ或 ＰＤＡ伴其他
轻微心血管畸形，不需接受外科手术治疗者； ②６
月龄以上，体重 ６ ｋｇ以上者； ③ＰＤＡ最窄处≥２ ｍｍ
者。 该封堵器是一个由镍钛合金丝网组成的 Ｔ 形
封堵器，主动脉端盘设计的目的是固定动脉导管孔

中塞住的部分，同时封堵器的腰部需要填入相应的

物质对此孔进行封堵。 在主动脉端的盘中缝有

ｅＰＴＦＥ膜以阻止血流从主动脉流向肺动脉。 封堵器
金属表面涂覆的生物陶瓷大大降低了镍离子释放

量，且改善了器械的生物相容性，提高了心内皮组

织爬覆速度。

纳米结构 Ｔｉ ／ ＴｉＮ 涂层表面较少发生血小板黏附
和聚集，因此可以认为 Ｔｉ ／ ＴｉＮ 涂层不易激活血小板。

三、观察指标

（１）临床指标：经干预治疗后，比较两组患儿围
术期的气管导管拔除时间、ＩＣＵ滞留时间等指标。

（２）超声心动图监测结果：分别于治疗前后采
用经胸超声心动图测定各项指标，包括每搏输出

量、射血分数、每分输出量、左室短轴缩短百分率、

舒张末期左心室内径（长轴）、舒张末期左心房和右

心房内径等［９］ 。

（３）血液生化指标：比较围术期间不同时点下
两组患儿的红细胞、红细胞压积、血红蛋白等指标。

（４）临床疗效：根据改良 ＲＯＳＳ心力衰竭分级计
分方法判定疗效。 分为：显效（心力衰竭得分 ４ 分
及以上）；有效（心力衰竭得分 １ ～ ３ 分）；无效（心力
衰竭得分 １ 分以下）［１０］ 。

四、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 ０ 建立数据库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计量资料事先经 Ｌｅｖ
ｅｎｅ检验均服从正态分布且方差齐同，因此两组计
量资料的比较采用 ｔ 检验，多组计量资料的比较采
用 Ｆ检验。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两组患儿临床指标的比较

ＡＤＯⅡ组患儿气管导管拔除时间、ＩＣＵ 滞留时
间显著低于 ＡＤＯⅠ组患儿（Ｐ ＜ ０． ０５）。 见表 ２。

表 ２　 两组患儿临床指标比较（ｘ ± ｓ）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ｗｏ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ｘ ± ｓ）

组别
手术持续时间

（ｍｉｎ）
气管导管拔除

时间（ｈ）
ＩＣＵ滞留时间

（ｄ）

ＡＤＯⅠ组 １６２． ７４ ± １５． ３７ ８． ３６ ± １． ４４ ２． ３５ ± ０． ８１

ＡＤＯⅡ组 １６１． ０９ ± １５． ２９ ７． ０１ ± １． ２９ １． ４２ ± ０． ４５

ｔ值 ０． ６３５ ２． ２８５ 　 ３． １２０

Ｐ值 ０． ４８９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１

　 　 二、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超声心动图监测结果的
比较

两组患儿出院后 １ 个月和出院后 ３ 个月相比，
射血分数、舒张末期左心房内径、左室短轴缩短百

分率及每搏输出量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ＡＤＯⅡ组射血分数、左室短轴缩短百分率、
每搏输出量显著高于 ＡＤＯⅠ组，舒张末期左心房内
径显著低于 ＡＤＯⅠ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不同时点比较，两组患儿随着时间迁移射
血分数、左室短轴缩短百分率、每搏输出量显著上

升，舒张末期左心房内径下降（Ｐ ＜ ０． ０５）。 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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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超声心动图监测结果的比较（ｘ ± ｓ）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ｗｏ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ｘ ± ｓ）

超声心动图监测 组别
时间

治疗前 出院时 出院后 １ 个月 出院后 ３ 个月

时间效应

Ｆ值 Ｐ值

分组效应

Ｆ值 Ｐ值

交互效应

Ｆ值 Ｐ值

射血分数

（％ ）
ＡＤＯⅠ组 ７０． ２３ ± ６． ０６ ７２． １５ ± ７． １４ ７５． ３２ ± ７． ６８ ７７． ２９ ± ７． ２１

ＡＤＯⅡ组 ７０． ３０ ± ６． ２４ ７２． ３５ ± ７． ２９ ７９． ６４ ± ７． １５ ８２． ３７ ± ７． ４６
１３． ２５６ ＜ ０． ０５ ２５． ０５８ ＜ ０． ０５ ０． ３５８ ＞ ０． ０５

舒张末期左心室

内径（ｍｍ）
ＡＤＯⅠ组 ３５． ７７ ± ４． ３６ ３５． ９４ ± ４． １５ ３６． ２９ ± ４． ７３ ３６． ７８ ± ４． ９２

ＡＤＯⅡ组 ３５． ３１ ± ４． ２９ ３５． ９７ ± ４． ２６ ３６． ３２ ± ４． ６８ ３６． ９０ ± ４． １１
２２． ０９８ ＜ ０． ０５ １４． ５２０ ＜ ０． ０５ ０． ５７８ ＞ ０． ０５

舒张末期左心房

内径（ｍｍ）
ＡＤＯⅠ组 ３０． ２９ ± ４． １７ ３０． ０１ ± ４． ２６ ２９． ５４ ± ４． １１ ２７． ６５ ± ４． ２６

ＡＤＯⅡ组 ３０． ２０ ± ４． ３６ ３０． ０７ ± ４． ５５ ２７． ６２ ± ４． １３ ２６． ０７ ± ４． ５９
３２． １４５ ＜ ０． ０５ １６． ２４４ ＜ ０． ０５ ０． ４５１ ＞ ０． ０５

舒张末期右心房

内径（ｍｍ）
ＡＤＯⅠ组 １８． ３０ ± １． １４ １７． ９６ ± １． ２７ １７． ４３ ± １． ０５ １７． ０３ ± １． ２２

ＡＤＯⅡ组 １８． ２４ ± １． ２０ １７． ９１ ± １． ３３ １７． ３８ ± １． ２０ １７． ０９ ± １． ２４
２９． ７１０ ＜ ０． ０５ １７． ４１８ ＜ ０． ０５ ０． ７４８ ＞ ０． ０５

左室短轴缩短

百分率（％ ）
ＡＤＯⅠ组 ３６． ５４ ± ５． ０４ ３６． ９５ ± ５． ４１ ３７． ８５ ± ５． ６４ ３８． ４１ ± ５． ７２

ＡＤＯⅡ组 ３６． ５０ ± ５． ２４ ３７． ０１ ± ５． ２４ ３８． ５２ ± ５． ６９ ３９． ７１ ± ５． ８２
３５． ４６７ ＜ ０． ０５ １３． ５４１ ＜ ０． ０５ ０． ８５７ ＞ ０． ０５

每搏输出量

（ｍＬ）

ＡＤＯⅠ组 １５． ２７ ± ４． ３６ １５． ９６ ± ４． ２５ １６． ７８ ± ４． ３７ １７． ２６ ± ４． １１

ＡＤＯⅡ组 １５． ３４ ± ４． ２９ １６． ０１ ± ４． １１ １７． ５９ ± ４． ８６ １８． ５４ ± ４． ２７
５２． ０１７ ＜ ０． ０５ １４． ２５８ ＜ ０． ０５ ０． ２５０ ＞ ０． ０５

每分输出量

（Ｌ ／ Ｍ）
ＡＤＯⅠ组 ２． １５ ± ０． ４２ ２． １９ ± ０． ４８ ２． ２４ ± ０． ５５ ２． ３０ ± ０． ５７

ＡＤＯⅡ组 ２． １７ ± ０． ３６ ２． ２０ ± ０． ４９ ２． ３２ ± ０． ５７ ２． ４５ ± ０． ６２
２０． ４２０ ＜ ０． ０５ １６． ５２６ ＜ ０． ０５ ０． ３３７ ＞ ０． ０５

　 　 三、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血液生化指标的比较
两组患儿出院时、出院后 １ 个月和出院后 ３ 个

月相比，红细胞、红细胞压积、血红蛋白水平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ＡＤＯⅡ组出院时、出院
后 １ 个月和出院后 ３ 个月红细胞、红细胞压积、血红

蛋白指标计数显著高于 ＡＤＯⅠ组，其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 ＜ ０． ０５）。 不同时点比较得到的结果显示，
两组患儿随着时间迁移红细胞、红细胞压积、血红

蛋白指标计数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见表 ４。

表 ４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血液生化指标的比较（ｘ ± ｓ）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ｗｏ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ｘ ± ｓ）

血液生化

指标
组别

时间

治疗前 出院时 出院后 １ 个月 出院后 ３ 个月

时间效应

Ｆ值 Ｐ值

分组效应

Ｆ值 Ｐ值

交互效应

Ｆ值 Ｐ值

红细胞

（ × １０１２个 ／ Ｌ）

ＡＤＯⅠ组 ３． ８２ ± ０． ６５ ２． ７１ ± ０． ２６ ３． ０１ ± ０． ５５ ３． ２４ ± ０． ５４

ＡＤＯⅡ组 ３． ８０ ± ０． ６１ ２． ９２ ± ０． ３０ ３． ２６ ± ０． ４７ ３． ５８ ± ０． ６２
１３． ２５０ ＜ ０． ０５ １４． ２５６ ＜ ０． ０５ ０． ５５９ ＞ ０． ０５

红细胞压积

（％ ）
ＡＤＯⅠ组 ３５． ２９ ± ２． ４１ ２６． ４３ ± ２． １１ ２９． ５４ ± ２． ９６ ３２． ４５ ± ２． １７

ＡＤＯⅡ组 ３５． １７ ± ２． ５３ ２８． ９２ ± ２． ５４ ３２． １７ ± ２． ６５ ３４． ４２ ± ３． １８
２２． ５７１ ＜ ０． ０５ ９． １４０ ＜ ０． ０５ ０． ６５８ ＞ ０． ０５

血红蛋白

（ｇ ／ Ｌ）
ＡＤＯⅠ组 １１５． ２６ ± １０． ３７ ８０． ６３ ± ７． ４２ ９５． ３７ ± ８． ５９ １０４． ２６ ± １０． ３１

ＡＤＯⅡ组 １１５． ０１ ± １０． ２０ ８７． ４２ ± ８． １１ １０５． ６４ ± ９． ４９ １１２． ２９ ± １０． ２３
１５． ７４３ ＜ ０． ０５ １３． ５４２ ＜ ０． ０５ ０． ２５６ ＞ ０． ０５

　 　 四、两组患儿临床疗效的比较
ＡＤＯⅠ组有效率为 ８２． ６１％ 、ＡＤＯⅡ组有效率

为９５． ６５％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３． ５２７，Ｐ ＜
０． ００１）。 具体见表 ５。

表 ５　 两组患儿临床疗效的比较［ｎ（％ ）］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ｔｗｏ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ｎ（％ ）］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ＡＤＯⅠ组 １１（４７． ８３） ８（３４． ７８） ４（１７． ３９）

ＡＤＯⅡ组 １５（６５． ２２） ７（３０． ４３） １（４． ３５）

讨　 论

先天性心脏病是先天性畸形中最常见的一类，

约占各种先天畸形总数的 ２８％ ，是指在胚胎发育时
期由于心脏及大血管形成障碍或发育异常而引起

的解剖结构异常［１１］ ，也指出生后本应自动关闭的通

道未能自动闭合的情况［１２］ 。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

年新增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人数超过 １８． ９ 万，因此
该病在我国的人口基数仍然非常庞大［１３］ 。 此外，先

天性心脏病谱系特别广，包括上百种具体分型，有

些患儿可以同时合并多种畸形，临床症状千差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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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轻者可终身无症状，重者在出生时即出现缺氧

或休克［１４］ 。 根据血液动力学及病理生理变化特征，

先天性心脏病可分为发绀型及非发绀型 ２ 种［１５，１６］ 。

少部分先天性心脏病在 ５ 岁前有一定的自愈机率，
但大多数患儿最终需通过手术治疗矫正畸形［１７］ 。

此外，介入治疗已成为结构性心脏病治疗的首选方

法，而严格掌握介入治疗的适应证是取得良好疗效

的关键［１８，１９］ 。

本研究结果表明，第二代 Ｃｅｒａ 动脉导管未闭封
堵器介入治疗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临床效果明显

优于第一代，这与器械改进后实用性得到提高有

关。 同时，ＡＤＯⅡ组患儿治疗后多个时间点检测得
到的结果显示，其射血分数、左室短轴缩短百分率、

每搏输出量均显著高于 ＡＤＯⅠ组，而舒张末期左心
房内径显著低于 ＡＤＯⅠ组。 随着时间迁移，两组患
儿射血分数、左室短轴缩短百分率及每搏输出量均

显著上升，而舒张末期左心房内径下降。 Ｃｅｒａ 动脉
导管未闭封堵器是由镍钛合金编织而成的网状结

构，不同系列的封堵器其膨胀性能存在一定差异。

因而，不同 Ｃｅｒａ 动脉导管未闭封堵器对右心房、左
心室负荷的减轻作用存在差异，久而久之表现为患

儿心脏功能出现种种差异。 另外，针对中小型动脉

导管未闭的新一代封堵器 ＡＤＯⅡ展开后如哑铃状，由
３个特殊的网叶形成 ６ 个封堵平面，从而形成两侧双
层双盘、中间腰部的结构，其独特的结构使封堵器可

以通过顺向或逆向释放，相比于 ＡＤＯⅠ在操作上具有
更好的灵活性。 同时，ＡＤＯⅡ也更适用于不同长度的
动脉导管未闭，封堵盘面可以变换角度以适应动脉导

管、主肺动脉及降主动脉间的不同角度。 鉴于 ＡＤＯⅡ
的上述特点和具体临床优势，其更适用于某些小型室

间隔缺损、主肺动脉侧支等的封堵，但是其疗效差异

的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还表明，ＡＤＯⅡ组出院时、出院后 １ 个月
和出院后 ３ 个月的红细胞、红细胞压积、血红蛋白水
平均显著高于 ＡＤＯⅠ组。 不同时点比较结果显示，
随着时间的迁移两组患儿红细胞、红细胞压积、血

红蛋白指标计数呈现先下降然后上升的变化特征。

因此有理由认为，ＡＤＯⅡ组临床疗效显著优于 ＡＤＯ
Ⅰ组，且有效率总体高于 ＡＤＯⅠ组。 ＡＤＯⅡ设计的
初衷是为了解决婴幼儿中小型动脉导管未闭的封

堵问题，和 ＡＤＯⅠ相比，其特点主要包括： ①封堵器
由两个盘片和一个圆柱状部分组成，类似于 ＶＳＤ 封
堵器，而不同于 ＡＤＯ的藤菇状；此外，ＡＤＯⅡ采用比
ＡＤＯ更细的金属丝编制而成，且内部没有使用高分

子阻流材料，从面保证其可以被压缩在更小直径的

装载器和输送鞘管之中。 ②ＡＤＯⅡ较传统 ＶＳＤ 封
堵器更柔软，在不含阻流材料的情况下，通过更细

密的金属丝编织技术和形状设计来保证阻流效果。

③ＡＤＯⅡ的输送鞘管直径明显小于 ＡＤＯ６Ｆ 以上的
输送系统，且柔韧性良好，因此可以通过比较迁曲

的径路；同时，该输送鞘管还可直接通过普通的血

管鞘送入，不需要在送上输送鞘管前先交换出血管

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反复交换鞘管过程中

可能造成的血管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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