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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急性大血管闭塞开通：新时代，新起点，新征程

缪中荣 霍晓川

1995 年 美 国 国 立 神 经 病 学 与 卒 中 研 究 所

（NINDS）试验发表后，rt⁃PA 静脉溶栓逐渐成为缺血

性卒中急性血管再通的首选治疗方案，也是近 20 年

来唯一被最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推荐的血管再通

方法。此期间，血管内治疗（EVT）进行了多种尝试，

从动脉溶栓到血管内机械取栓术。直至 2015 年，急

性大血管闭塞性缺血性卒中（AIS⁃LVO）血管内治疗

临床试验方获得阳性结果，成为是一项振奋人心的

里程碑式革新，是一个新治疗时代的开始，但同时

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随着急诊机械取栓术

以最高证据级别和推荐意见写入指南，该治疗方法

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春天”。2020 年是急诊机械取

栓时代的 5 周年，在这一特殊年代，机械取栓术的探

索从阴性结果开始，一路走来，病例选择的精准、取

栓材料的改进、急救流程的优化，奠定了机械取栓

术临床试验阳性结果的基石。随着急诊机械取栓

时代的到来，获益人群不断增多，更多的机械取栓

术临床试验全面启动，2018 年，DAWN 和 DEFUSE3
研究将机械取栓术的治疗时间窗延长至 24 小时，从

而改写了指南；2019 年，在 2018 版指南的基础上进

行结构整合，一方面依据 ASTER 研究、Penumbra
Separator 3D 研究、COMPASS 研究等新证据，对符合

标准的患者首选直接抽吸取栓术，其结果并不劣于

支架取栓术（Ⅰ级推荐，B⁃R 级证据），另一方面缺血

性卒中血管内治疗过程中静脉注射血小板表面糖

蛋白Ⅱb/Ⅲa 受体拮抗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尚不确

定（Ⅱb 级推荐，C⁃LD 级证据），进而再次更新指南。

由此可见，对于机械取栓术的已知仍在不断优化，

对于未知仍在不断探索。

基于此，我接受《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的邀

约，组织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开通”专题。本期专题

中，《急性大血管闭塞性缺血性卒中血管内治疗的

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回顾了机械取栓术的“春

天”是如何到来的，以及该过程中的重要临床试验，

系统阐述了通过机械取栓术获得的启发，以及未来

发展方向；同时为纪念这一革新技术，根据时间进

展，引领读者共同了解血管内治疗技术是如何突破

黑暗迎来黎明的。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霍晓川教授

对《替罗非班在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疾病中的临

床应用专家共识》进行了详细解读。我国颅内动脉

粥样硬化性狭窄病例数较多，临床应用替罗非班的

经验较丰富，文章从替罗非班药理学机制和药代动

力学、替罗非班给药途径和药物剂量、替罗非班在

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中的应用、替罗非班不良

反应和处理原则、总结与展望这五方面阐释了替罗

非班的应用现状，解读了共识关于替罗非班的临床

应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邓一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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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急性进展性大血管闭塞性卒中的病理生理学机

制、临床分型与治疗策略》一文中介绍急性进展性

大血管闭塞性卒中是特殊类型的急性大血管闭塞

性缺血性卒中，通过积极的病史询问、充分的影像

学评估和精准的个体化治疗，可以获得更好预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孙瑄教授进

行了《串联病变是急性基底动脉闭塞血管内治疗预

后不良的危险因素：单中心队列研究》，对具有高发

病率和高病死率的基底动脉闭塞进行分析，通过比

较串联病变与其他非串联病变的特点及预后，得出

串联病变是急性基底动脉闭塞患者血管内治疗后

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的结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天坛医院杨海华医生在《急性基底动脉闭塞血

管内治疗不良结局的影响因素分析》一文中同样总

结了急性基底动脉闭塞的临床特征，认为入院时高

NIHSS 评分、高 DWI 脑干评分（BSS）和低基底动脉

CTA 评分（BATMAN）是急性基底动脉闭塞血管内治

疗后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

院刘永昌医生进行了《急性大血管闭塞性缺血性卒

中患者机械取栓术后预后影响因素分析》，发现高

龄、既往糖尿病、后循环缺血性卒中是机械取栓术

后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天津市环湖医院尚彦国

教授在《急性颈内动脉起始部和颅内大血管串联闭

塞的血管内治疗》一文中探讨急性前循环串联病变

患者急诊机械取栓术的临床效果以及急性期支架

植入术的可行性。动脉夹层致颅内大血管闭塞较

为少见，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刘俊杰医生进行了

《颈动脉夹层致急性大血管闭塞性缺血性卒中血管

内治疗的单中心研究》，认为颈动脉夹层致急性大

血管闭塞性缺血性卒中患者经评估后采取血管内

治疗，闭塞血管再通效果明显，临床预后良好。急

性期静脉溶栓的血管开通疗效较为肯定，对于心源

性栓塞患者，如何提高静脉溶栓效果？天津市环湖

医院李晨华医生进行了《心源性栓塞患者 rt⁃PA 静脉

溶栓前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预处理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分析》，证实 rt⁃PA 静脉溶栓前进行阿司匹林

联合氯吡格雷双联抗血小板预处理可以改善心源

性栓塞患者早期神经功能，且不增加颅内出血和死

亡风险，临床应用安全、有效。卒中预警综合征的

治疗目前尚未达成共识，山西省大同市第三人民医

院彭静玉医生通过《静脉溶栓治疗卒中预警综合征

16 例分析》，认为对于治疗时间窗内的预警综合征

患者，rt⁃PA 静脉溶栓是一种有效治疗方法。

希望读者们能够从本期“急性大血管闭塞开

通”专题中了解到急诊机械取栓术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通过具体的文章了解急性大血管闭塞开通的

研究进展，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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