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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律失常临床症状为脑动脉供血不足、肾动脉供血

不足以及心功能不全等表现。心律失常为心血管疾病中

最常见的病症，并且较轻，患者一般会出现头晕、胸闷

等症状。病情较严重，会出现晕厥、心跳骤停以及心源

性猝死等，甚至危及患者生命安全 [1]。引起心律失常原

因较多，主要有各种器质性心脏病，比如：冠心病、心

肌炎、先天性心脏病等。还有神经、内分泌系统紊乱，

水、电解质失衡。除外还有药物影响，比如：洋地黄类

药物、肾上腺素等。

心律失常治疗药物较多，普罗帕酮、胺碘酮为常见

治疗药物，虽然能够控制病情发展，但是也存在副作用，

对机体具有一定影响。随着中医技术不断发展，在临床

上应用价值逐渐增高。稳心复律汤为中药汤剂，有学者

认为，将稳心复律汤联合西药应用于治疗心律失常不仅

能够提高治疗效果，还能降低西药副作用 [2]。鉴于此，

此次试验则将 64 例心律失常患者作为实验对象，分析应

用稳心复律汤实际作用。详细内容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实验对象：64 例心律失常患者。实验时间：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实验分组方法：电脑盲选方式。实

验分组类别：对照组实施常规治疗，治疗例数为 32 例。

观察组则在常规治疗方法上加入稳心复律汤治疗，治

疗例数为 32 例。实验目的：分析稳心复律汤应用于此

次病症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对照组有十七例男患者，为

53.13%，十五例女患者，为 46.88%。年龄范围为 30 到 66

岁，平均在 47.21±3.30 岁。观察组有十八例男患者，为

56.25%，十四例女患者，为 43.75%。年龄范围在 32 到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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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在 47.23±3.35 岁。两组病历中资料没有明显差

距（P ＞ 0.05）。将家属、患者同意此次实验以及医院检

查后确定为心律失常患者作为本次实验者。同时如果其

中存在精神异常、药物过敏、传染疾病等患者需要进行

排除。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普罗帕酮结合胺碘酮治疗，观察组采取

稳心复律结合治疗。

1.2.1 对照组

给予患者普罗帕酮（上海信谊天平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H31020251）、胺碘酮（赛诺菲安万特（杭州）

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19993254）。普罗帕酮规格：

50mg*100s。用法用量：口服，每日三次，每次 2 片。胺

碘酮规格：0.2g*10s，用法用量：口服，应用最小剂量，

根据个体反应，每日保持在 100 至 400 毫克。持续治疗一

个月，观察治疗效果。

1.2.2 观察组

观察组普罗帕酮、胺碘酮用法用量和对照组一样。

稳心复律汤主要组成：炙甘草 30 克、苦参 15 克、青皮

15 克、半夏 10 克、柴胡 15 克、五味子 30 克、白芍 15 克、

麦冬 30 克、黄精 30 克、当归 20 克、太子参 30 克。将全

部药材放置在纱布袋中，煮沸，熬制为汤剂。用法用量：

口服，每日 200 毫升，分为早、中、晚三餐温服，持续

服药一个月，观察组治疗效果。

1.2 疗效标准

（血清炎症因子）对比对照组、观察组治疗治疗前、

后血清炎症因子。主要包括白细胞介素 -18、肿瘤坏死

因子、超敏 C 反应蛋白。

（临床疗效）根据中国心律失常诊疗指南与进展

（2018 版）对比对照组、观察组治疗后总有效率。如果

患者症状消失大于百分之九十，则表示为显效。如果患

者症状消失大于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九十，则表示为有

效。如果患者症状消失小于百分之六十，则表示无效。

总有效率为显效和有效之和，除以总例数。

（不良反应）对比对照组、观察组治疗后不良反应发

生率。不良反应：恶心呕吐、心动过缓、头痛、其他。

（生活水平）随访一个月后根据 QOL 评分表对照组、

观察组生活状况进行分析。对患者心理、健康、社会进

行打分，总分为一百分，分数高显示生活状况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 20.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 检验，并以（x±s）表示，率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

验，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对照组、观察组血清炎症因子水平

数据显示，观察组治疗后血清炎症因子显著较低，

（P ＜ 0.05）。见表 1。

表1　对比对照组、观察组血清炎症因子水平（x±s）

组别 例数 时间

白细胞介素

-18 水平

（mg/L）

肿瘤坏死

因子水平

（ug/L）

超敏 C 反应

蛋白水平

（mg/L）

对照组 32
治疗前

治疗后

157.88±17.65

110.23±13.77

1.45±0.45

0.92±0.33

13.22±1.77

9.88±1.45

观察组 32
治疗前

治疗后

157.84±17.63

76.44±9.76

1.47±0.46

0.44±0.12

13.25±1.79

4.23±1.17

t - -
3.912

9.563

3.782

4.432

3.901

4.792

P - -
1.372

0.001

1.743

0.001

1.755

0.001

2.2 对比对照组、观察组总有效率

对 照 组 显 效 10（31.25%） 例， 有 效 13（40.63%）

例，无效 9（28.13%）例，总有效率 71.88%（23 例）。观

察组显效 14（43.75%）例，有效 17（53.13%）例，无效

1（3.13%）例，总有效率 96.88%（31 例）。两组总有效

率（X2=7.585，P=0.006）。数据显示，观察组治疗后总有

效率显著较高，（P ＜ 0.05）。

2.3 对比对照组、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对 照 组 恶 心 呕 吐 3（9.38%） 例、 心 动 过 缓 2

（6.25%） 例、 头 痛 3（9.38%） 例、 其 他 2（6.25%）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 31.25%（10 例）。观察组恶心呕吐

1（3.13%）例、心动过缓 0（0%）例、头痛 1（3.13%）

例、其他 0（0%）例，不良反应发生率 6.25%（2 例）。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X2=6.564，P=0.010）。数据显示，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较低，（P ＜ 0.05）。

2.4 对比对照组、观察组 QOL 评分

对照组治疗后社会功能评分（73.23±3.77）、心理

状况评分（76.12±3.49）、健康状况评分（77.12±3.45），

观察组治疗后社会功能评分（85.23±4.11）、心理状况

评分（87.12±4.10）、健康状况评分（81.23±4.78），两

组 社 会 功 能 评 分（t=4.123，p=0.001）、 心 理 状 况 评 分

（t=3.772，p=0.001）、健康状况评分（t=3.921，p=0.001）。

数据显示，观察组治疗后社会功能评分、心理状况评分、

健康状况评分显著较高，（P ＜ 0.05）。

3　 讨论

心律失常血流动力学变化临床症状和心律失常类型、

心功能、血流动力学影响情况等密切相关。比如：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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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性心律失常、窦性心律失常等，对血流动力学无明显

影响，因而无明显临床表现 [3]。严重的心律失常，如疼

痛的窦结综合征、心跳快、心房颤动、阵发性心动过速

和持续性心室性心动过速，可引起心悸、胸闷、头晕、

低血压和出汗。在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晕厥，ASS

综合征，甚至猝死。临床表现因心律失常类型而异。从

中医角度看，心律失常属于心悸范畴，主要病因为外感

六淫，内伤七情，饮食不节，吸烟过度以及某些药物中

毒、电解质紊乱等，导致心脏受损或者功能失调，从而

引起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在中医诊断上一般反映为脉象

异常，常见患者促、结、代等不整脉。病变部位主要和

心、肝、脾、肾等脏密切相关。实证多为痰为瘀，虚证

多为脏腑虚损。基本病理为心气心阴不足，痰浊或者淤

血阻滞，应该以益气养阴，化痰化瘀为重要治疗方法。

中医认为心律失常患者应该及时采取针对性治疗方法，

避免病情不断累积加重。从心悸到昏晕、甚至心衰、阴

阳离决，是心律失常常见危变证，预后不良，治疗难以

见效。

普罗帕酮作用于快速性心律失常上，不管是房性还

是室性均能够发挥效果。普罗帕酮具有缓解传导速度特

点，能够缓解传导过程，同时延长 ERP 程度，引起折返，

发挥控制心律失常作用。普罗帕酮口服后能够完全吸收，

能够达到 100%，但是生物利用度低于 20%。普罗帕酮也

有明显不良作用，比如：粒细胞缺乏、心电图 QRS 波加

宽等。胺碘酮为第三类抗心律失常药物，主要适用于各

种心律失常。临床上一般将其应用于治疗房性早搏、室

性早搏以及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阵发性心房颤动转

复治疗。胺碘酮口服吸收迟缓，生物利用度为 50%，表

现分布容积较大，主要分布在脂肪组织以及含脂肪丰富

器官，其次为心、肾、肺、肝以及淋巴结，最后为脑、

肌肉等。胺碘酮口服后在四到六小时之间血药浓度能够

达到峰值，持续稳定浓度大概为一个小时，作用时间大

概为 5 天左右。胺碘酮也会引起较多不良反应，比如：

心血管问题、甲状腺问题、胃肠道问题、神经问题以及

皮肤问题等。普罗帕酮和胺碘酮结合应用，两种药物能

够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相互弥补，治疗效果虽然能够

大大提高，但是在不良反应发生率上也会增加，用药安

全性值得更进一步研究。稳心复律汤是一种中药汤剂，

主要药材成分为炙甘草、苦参、青皮、半夏、柴胡、五

味子、白芍、麦冬、黄精、当归、太子参。稳心复律汤

对心脏功能失调具有调节作用，同时能够活血化瘀、调

理肝气、去痰通络、清热降火 [4]。其中苦参、炙甘草能

够调节阴阳，改善患者心悸等症状。青皮、半夏具有燥

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等功效。柴胡、五味子具

有益气生津、补肾宁心等功效。白芍、麦冬、黄精具有

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等功效。当归、太子参具

有益气、补肾、化痰祛湿等功效。将其结合以上两种西

药应用于治疗心律失常能够发挥明显效果，治疗效果将

会大大提高。稳心复律汤能够调和两种西药药性，降低

不良反应发生率，保证用药安全性。稳心复律汤应用于

心律失常临床治疗中具有重要价值意义。此次试验则分

析稳心复律汤应用于此次病症中发挥的实际作用。结果

发现，治疗后，在各个疗效标准中观察组具有明显优势，

（P ＜ 0.05）。临床上为提高治疗效果，往往会将两种或

者两种以上药物结合治疗。由于药物药理作用不同，对

患者产生的治疗效果也有所不对，并且结合治疗极容易

因为相互作用而引起不良反应。所以在结合用药过程中，

需要注意配伍禁忌。

综上所述，稳心复律汤对心律失常治疗效果较显著，

值得临床大力推纳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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