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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神经内科脑血管病应用介入疗法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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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神经内科脑血管病采用介入疗法的效果进行探究。方法：选择我院神经内科 2018 年 2 月—2019 年 8 月收治的和本研究条

件相符的患者 60 例参与研究，按照其实施传统开颅手术和介入疗法以对照组和研究组平均分配。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效果进行对比。结论：

通过采取相应的方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临床效果比对照组显著较优，两组对比得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P＜0.05）。结论：应用介

入疗法对神经内科的脑血管疾病进行治疗，获得的疗效显著，说明这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可以在临床上加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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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病作为神经内科一种常见的疾病，受当前人们生活和工

作压力及作息、饮食习惯的影响，脑血管疾病发病率不断增加，对

人们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如果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可能会

出现各种并发症等。传统的治疗脑血管疾病的方法是实施开颅手

术，尽管临床上该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也获得比较理想的效果，

但这种治疗方法可使患者受到较大的损伤，还可能出现许多不良反

应，所以临床治疗效果达不到最佳。介入疗法不会对患者造成较大

的损伤，且在治疗效果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本文主要对该方法的临

床效果进行了分析，具体报道为：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神经内科 2018 年 2 月—2019 年 8 月收治的和本研究

条件相符的患者 60 例参与研究，并按照其实施的治疗方法的不同

均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 30 例。这些患者男女比例分别为 37:33，

年龄最小的为 45 岁，最大的为 75 岁，均龄为（54.8±1.3）岁。对

比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P＞0.05），可以进行比较。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传统的开颅手术，对患者进行常规的麻醉后进

行开颅，通过引流清除患者的脑部血肿。 

研究组患者选择介入疗法进行治疗，主要包括：（1）对于颈内

动脉或椎动脉狭窄的患者，患者在手术前三天应该先使用阿司匹

林、氯吡格雷，并选择局麻手术麻醉方式，按常规方法放置引流管，

并根据造影的结果，使用微导丝进行引导，通过狭窄位置在合适的

位置安装自彭氏支架并打开，通过患者狭窄症状的缓解保证血液通

畅，在手术后还应该持续 24h 为患者进行肝素化处理，同时服用阿

司匹林和氯吡格雷，4-6 周以后只服用阿司匹林；（2）对于椎动脉

动脉瘤患者采取介入法进行治疗，为患者双侧椎做动脉造影，对其

疾病情况进行检查，如果对侧血管管径、椎动脉血流检查得出正常

的结果，应把上导引导管安放在椎动脉下端，在载瘤动脉侧的椎动

脉近心端对可脱性球囊做闭塞处理，如果瘤体通过对侧造影没有显

影显出，且其他检查也得出优良的结果，然后进行拔管操作；（3）

针对前后交通动脉瘤患者，应该在手术中选择全麻方式，并为患者

全身实施肝素化，在颈内动脉 C2 水平中放置导引导管，在 1/3 动

脉瘤体外使用微导管超选择，然后在处于尾端导引管的 Y 型阀侧孔

和另一个 Y 型阀进行连接，并加压滴注，通过微导管把电解可脱性

弹簧圈填塞进动脉瘤囊内，直到相关症状得到有效缓解。 

1.3 统计学分析 

对于本研究中所用到的数据处理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 进

行，用百分比（%）对计数资料进行表示，对其检验用 x2 进行操作，

两组对比表现出的统计学差异用 P＜0.05。 

2.结果（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30 10(33.33) 12(40.00) 8(26.67) 22(73.33) 

研究组 30 15(50.00) 14(46.67) 1(3.33) 29(96.67) 

如表 1 所示，和实施传统开颅手术的对照组相比，选择介入疗

法的研究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具有明显的优势，通过比较两组患者的

统计学意义比较明显（P＜0.05）。 

3.讨论 
在我国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具有较高的致死和

致残率，患者因脑血管疾病承受较大的痛苦。据相关研究资料显示，

在我国老年群体是发生脑血管疾病的主要人群，而且该病引起了社

会较大的关注。许多患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都存在对人体危害极大的

椎颈动脉狭窄的现象，如果选择了不恰当的治疗方法或没有及时进

行治疗，可能会使患者残疾，甚至导致其死亡。因此临床上一直致

力于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研究。医生在为一些长期有头疼

情况的患者进行诊治时，一般都按照偏头痛、紧张性头痛进行诊治，

导致许多患者病因没有得到明确，进而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所以

医生应考虑患者是否因颅内动脉瘤而导致其出现长时间的头疼，为

使患者的就诊准确率得到进一步提升，医生应对该类型的患者进行

全面的全脑血管造影检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合理的确定治疗方

法。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患者，发现相关症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医生在对患者进行诊治时也应该结合患者的全脑血管造影检查结

果和其表现症状综合对其进行分析，再确定患者是否患颅内动脉瘤

或脑血管畸形等疾病。 

传统的对脑血管疾病进行治疗的方法是开颅手术，尽管也能获

得良好的疗效，但是因开颅手术的部位比较特殊，存在的危险系数

也较大，因此对患者造成较大的损伤，而且术后还可能出现相关并

发症。本文研究中采用了介入治疗方法，在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方面

都有良好的保障。 

通过研究也可知，实施传统开颅手术的对照组的临床治疗总有

效率为 73.33%，选择介入疗法的研究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为 96.67%，

两组治疗效果相比，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尤其显著，比较两组患

者的有效率差异也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介入治疗方法在神经内科脑血管疾病患者中合理的

应用，可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且其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在临床治疗中可以加强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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