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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发病率和致残率高，及早恢复血流有助于改善患者的预后，机械取栓因其时间窗相对宽以及
血管再通率高而备受关注。机械取栓在医疗器械上经历了从 ＭＥＲＣＩ取栓系统到 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ＦＲ支架、ＲｅｖｉｖｅＳＥ取栓器、３Ｄ

支架取栓器和 Ｐｅｎｕｍｂｒａ系统等的改进，取栓成功率和９０ｄ良好预后率（改良 Ｒａｎｋｉｎｇ评分低于 ２分）逐渐得到提高。对

取栓治疗失败的补救措施进行研究。而且对特殊人群（醒后卒中、儿童、高龄、妊娠）脑卒中的取栓应用也有成功使用的

研究报道。总之，机械取栓能够有效开通急性闭塞的脑部大血管，从而及时恢复急性缺血脑组织的血液供应，达到改善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预后的效果。随着取栓医疗器械和技术的不断进步，效果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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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又称急性脑梗死），占我
国卒中类型的 ７０％左右［１］，可以导致约 １０％患者

９０ｄ内死亡，以及超过三分之一的患者致残［２］。

静脉溶栓是早期恢复脑血流供应、挽救脑组织并降

低残疾的最有效措施之一。但由于给药的时间窗

限制在发病 ４．５ｈ内［３］，多数急性脑卒中患者没有

机会静脉溶栓。除了静脉溶栓，恢复脑血流的途径

还包括动脉溶栓和机械取栓。一项荟萃分析显示

动脉溶栓虽然能提高脑血管再通率，但因为增加了

颅内出血率，未能明显降低病死率［４］，而不再受到

指南推荐［３］。机械取栓（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ｔｈｒｏｍｂｅｃｔｏｍｙ）除

了能让发病 ６ｈ内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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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对于符合条件的发病 ６～２４ｈ的患者给予急诊
机械取栓也能获益，因此受到中国、美国和欧洲各

卒中指南推荐［３，５６］。本文主要探讨近年急性缺血

性脑卒中机械取栓相关器械的临床研究及在中国

的发展现状。

１　机械取栓系统
１．１　ＭＥＲＣＩ取栓系统

最早出现的支架取栓装置为 ＭＥＲＣＩ取栓系统，
其由 ３部分组成，即 Ｍｅｒｃｉ取栓器、Ｍｅｒｃｉ球囊导引
导管和 Ｍｅｒｃｉ微导管系统。Ｍｅｒｃｉ取栓器又由镍钛
合金锥形导丝和螺旋形远端组成，铂金线圈安装在

螺旋形远端上。Ｓｍｉｔｈ等［７］２００５年发表的 ＭＥＲＣＩ
实验显示，血管再通率达到 ４８％，其再通率显著高
于 ＰＲＯＡＣＴⅡ实验中对照组（只给予肝素治疗）的
１８％再通率，症状性颅内出血发生率为 ７．８％，表
明 ＭＥＲＣＩ取栓系统可以安全用于急性缺血性脑卒
中动脉取栓。Ａｌｓｈｅｋｈｌｅｅ等［８］回顾性分析了 １２２６
例采用 ＭＥＲＣＩ取栓患者的文献资料，发现总体死
亡率为 ３５．２％，脑出血发生率为 ７．３％，９０ｄ预后
良好（Ｒａｎｋｉｎｇ评分低于 ２分）率只有 ３２％。经过
若干年应用，发现 ＭＥＲＣＩ取栓系统与支架取栓系
统等其他取栓系统相比，再通率相对较低［８］。

１．２　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支架
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ＦＲ支架为一款镍钛合金自膨胀支架型

设计的器械，能完全回收。该产品可用于急性缺血

性脑卒中的取栓治疗。通过微导管造影明确血栓

位置，然后使微导管穿过血栓，微导管头在血栓远

端，确保 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ＦＲ支架释放后支架能够完全覆盖
血栓，微导管标记处即支架远端拟到达位置，然后

推送 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ＦＲ支架至微导管标记处，尽量确保血
栓位于支架有效长度的中后段，然后释放支架，支

架原位保持 ５ｍｉｎ左右，然后整体回撤附着血栓的
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ＦＲ支架和微导管，同时使用大号注射器通
过导引导管负压抽吸血栓。必要时可以多次取栓

提高血管有效再通率。Ｊｏｖｉｎ等［９］评价了急性脑卒

中发病 ８ｈ内给予 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支架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ｒ机械取栓，
与同期给予最佳药物治疗（包括符合条件的患者

给予静脉溶栓）相比，机械取栓显著降低了残疾率

（患者９０ｄ改良 Ｒａｎｋｉｎｇ评分低于２分），而颅内出
血率在机械取栓组和对照组均为 １．９％，死亡率分
别为１８．４％ 和１５．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该随
机对照研究提示，卒中后 ８ｈ内支架机械取栓能够
有效降低残疾，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１．３　ＲｅｖｉｖｅＳＥ取栓器
ＲｅｖｉｖｅＳＥ取栓器是一种采用镍钛合金的新型

闭合末端自膨支架式取栓器，其最大的特点在于闭

合式末端，取栓时能把血栓保留在网篮内，可以减

少血栓破碎逃逸的机会。由于支架不可解脱，能够

有效避免支架的意外解脱。Ｓａｋａｉ等［１０］发表的 ＲＩＶ
ＥＲＪＡＰＡＮ研究显示，对 ４９例发病 ８ｈ内急性脑梗
死患者使用 ＲｅｖｉｖｅＳＥ取栓，血管再通率为７３．５％，
６６．７％的患者 ９０ｄ预后良好，手术后 ２４ｈ脑出血
发生率为 ３１．３％（３例患者为症状性脑出血）。
１．４　３Ｄ支架取栓器

Ｎｏｇｕｅｉｒａ等［１１］评估了 ３Ｄ支架取栓器（３ｄ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ａｌｓｔｅｎｔ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ｒ）是否能与 Ｐｅｎｕｍｂｒａ吸栓装置联
合使用，将发病 ８ｈ的急性脑卒中患者分为 ３Ｄ支
架取栓器 ＋抽吸取栓联合组与抽吸取栓组比较，进
行随 机 对 照 试 验，前 者 有 效 血 管 再 通 率 达 到

８７．２％，高于后者的有效血管再通率（８２．３％），主
要不良事件发生率分别为 ４．１％和 ５％，９０ｄ良好
预后率分别是 ４５．３％和 ４５．８％。通过该研究提
示 ３Ｄ支架取栓器与抽吸取栓装置联合使用不劣
于单用抽吸取栓装置。

２　机械负压抽吸系统（Ｐｅｎｕｍｂｒａ系统）
Ｐｅｎｕｍｂｒａ系统为基于抽吸取栓的原理设计的

取栓系统，先用分离装置使血栓裂解成小的血栓，

然后用抽吸泵吸出血栓，从而使闭塞血管再通，并

恢复脑血流。ＨｕｓｓａｉｎＳＩ评估了 Ｐｅｎｕｍｂｒａ系统治疗
发病 ８ｈ内急性脑卒中取栓效果［１２］，有效血管再通

率达到 ８２％，症状性颅内出血发生率为 １０％，
２５％患者预后良好（改良 Ｒａｎｋｉｎｇ评分低于 ２分）。
３　桥接取栓还是直接机械取栓

任海兵等［１３］比较了直接机械取栓和桥接取栓

的效果，直接取栓组血管开通率为 ６９．８％，而桥接
取栓，血管开通率为 ７９．３％，二者之间无显著差
异。直接取栓组出血转化率（３４．９％）显著高于桥
接取栓组（１７％），但两组之间死亡率（２２．２％和
１７．０％）及 ９０ｄ预后良好率（２８．６％和 ３５．９％）
无明显差异，提示直接机械取栓是可行的。

４　机械取栓失败的补救措施
对于取栓失败的患者可以采取回撤支架取栓

装置，球囊扩张，或支架植入等方式进行补救，Ｊｉａ
等［１４］分析了天坛医院 ４７例采用 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支架对动
脉粥样硬化所致急性脑部大动脉血管闭塞的脑卒

中取栓失败的患者，采取上述补救措施后，血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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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再通率能达到 ９５．７％，９０ｄ良好预后率达到
６３．８％。

岳成松等［１５］回 顾 性 分 析了 ２０１４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８年 ６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综合卒中中心和其他 １９家综合卒中中心
８０例急性大脑中动脉 Ｍ１段机械取栓治疗失败并
行补救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补救治疗方法将

其分为球囊扩张组（３０例）和血管支架植入组（５０
例）．两组患者血管再闭塞率、死亡率及症状性颅
内出血发生率比较均无显著差异，但球囊扩张组中

９０ｄ的 ｍＲＳ评分 ０～２分患者占比明显高于血管
支架植入组，提示球囊扩张能改善取栓失败患者的

神经功能。

５　机械取栓在特殊人群的急性脑卒中的应用
５．１　机械取栓在醒后脑卒中治疗中的应用

醒后脑卒中由于发病时间不太确切，给静脉溶

栓带来困难，而机械取栓由于时间窗较静脉溶栓宽

松，因此有应用于醒后卒中的可能。Ｍｏｋｉｎ等［１６］进

行了一项多中心回顾性分析，在纳入研究的 ５２例
患者中，包括 ４６例为支架取栓（ｓｔｅｎｔ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ｒｓＴｒｅｖｏ
或 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ＦＲ）和 ６例抽吸取栓（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ｍｂｅｃ
ｔｏｍｙ），有效血管再通率达到 ６９％，９０ｄ良好预后
率达到 ４８％。提示机械取栓能有效治疗醒后卒
中，并改善患者预后。

５．２　机械取栓在高龄脑卒中患者中的应用
由于临床实验中常常没有纳入年龄大于 ８０岁

的高龄患者，这方面的数据相 对 较 少。Ａｌａｗｉｅｈ
等［１７］分析了该中心 ５６０例通过直接抽吸取栓的急
性脑卒中临床资料，其中年龄大于 ８０岁的高龄患
者１０８例，与年轻患者（４４．４％）相比，高龄患者机
械取栓的 ９０ｄ良好预后率显著降低（２０．５％），死
亡率显著高于年轻患者（分别为 ３４．３％和 ２０％）。
与未取栓的患者相比，不能提高 ９０ｄ良好预后（分
别为 ２０．５％和 １９．５％），且颅内出血率显著增高
（分别为 ４０．７％和 ９．３％），提示对于年龄大于 ８０
岁的急性脑卒中患者，机械取栓的效果不如相对年

轻的患者。

５．３　机械取栓在儿童脑卒中的应用
由于阿替普酶静脉溶栓的适应证要求年龄大于

１８岁，因此对于儿童脑卒中，一般不推荐阿替普酶
静脉溶栓。机械取栓是否能用于儿童脑卒中的治疗

呢？Ｓａｔｔｉ等［１８］通过 ＰｕｂＭｅｄ检索了 ２００８年至 ２０１５
年发表的２９例使用机械取栓治疗儿童脑梗死患者，

平均年龄为 １０．３岁，从发病到介入治疗的时间为
８．８ｈ。分别进行了支架取栓（５８．６％），Ｐｅｎｕｍｂｒａ
系统取栓（３４．５％）及 Ｍｅｒｃｉｄｅｖｉｃｅ取栓（２７．６％），
有效血管再通率达到７５．９％，没有严重不良反应发
生。最长随访期平均改良 Ｒａｎｋｉｎｇ评分为０．８６分。
虽然目前尚无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该文献综述提

示机械取栓有应用于儿童脑卒中急性期治疗的可

能性。

５．４　妊娠期脑卒中支架取栓
和儿童脑卒中一样，静脉溶栓和支架取栓的临

床试验一般不纳入妊娠女性。Ｂｌｙｔｈｅ等［１９］报道了 １
例 ２９岁妊娠 ３９周脑卒中患者，ＣＴ血管成像显示
右侧大脑中动脉 Ｍ１Ｍ２段血栓，发病 １４１ｍｉｎ开
始抽吸取栓，术后血管完全恢复再通，无明显并发

症，术后 ５ｄ剖宫产出健康婴儿。虽然只是个案，
提示在权衡利弊情况下，对妊娠晚期脑卒中患者行

机械取栓存在可行性。

总之，机械取栓能够帮助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恢

复有效血液供应，改善患者预后。随着取栓医疗器

械和技术的不断进步，效果越来越好，应用前景

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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