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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酯类药物治疗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药学分析

但国娟 海向虎 马富贵

海原县中医医院 宁夏 海原 755200

摘 要：目的：分析硝酸酯类药物治疗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药学情况。 方法：选择我院 2021年 1月~2022年 1月心血管
疾病患者共 70例，数字表随机分 2组每组 35例，对照组的患者给予 阿托伐他 汀、阿司匹林等常规药物治疗，观察组
在该基础上 增加硝酸酯类药物。 比较两 组胸闷消失时间、心前区疼痛消失时间、治疗前后患者生活质量评分、视觉模
拟评分、总有效率、不 良反应。 结果：观察组胸闷消失时间、心前区疼痛消失时间短于 对照组，治疗后患者生活质量
评分高于 对照组，视觉模拟评分低于 对照组，总有效率高于 对照组，P＜0.05。 比较了 两 组心血管病病人 的不 良反应。
结果显示，在对照组中 ，2例出现了 脸色潮红，1例出现肝功能轻度损害，4例出现胃肠不 适，20.00%的不 良反应；观
察组有 2名患者脸色潮红，4名患者有轻度肝功能损伤，2名患者出现消化不 良反应，20.00%出现不 良反应。 两 组病人
没有出现严 重的并发症，两 组之 间的不 良反应发生率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阿托伐他 汀、阿司匹林等常
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 ，硝酸酯类药物对于 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效果确切，可有效改善心前区疼痛等症状，且 促进患者生
活质量提高，安全性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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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harmaceutical situation of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treated with nitrate drugs.
Methods: A total of 70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were selected. The
number table was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with 35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atorvastatin, aspirin and
other conventional drug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added with nitrates on this basis. The disappearance time of chest distress, the
disappearance time of precardiac pain, quality of life score, visual analog score, total effective rate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disappearance time of chest distress and precardiac pai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patients after treatment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visual simulation score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adverse reaction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2 cases of flushing, 1 case of mild liver function damage, 4 cases of gastrointestinal discomfort, 20.00% of the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2 patients had flushing, 4 patients had mild liver function injury, 2 patients had dyspepsia, and
20.00% had adverse reactions. No serious complications occurred in 2 groups,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2 groups (P>0.05). Conclusions: Based on conventional drug therapy such as atorvastatin and aspirin,
nitrates have definite therapeutic effect on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ymptoms such as precardiac pai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high safety and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 Nitrate drugs;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Pharmaceutical situation

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心肌梗死等是一 种常见的
慢性疾病，病程较长，治疗困难，如果不 及时有效的治疗，
不 但会对心脏及其它器官的功能造成损伤，对病人 的生存
和生存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 积极寻求最安全的治疗方法
是十分必要的。在心血管疾病的治疗中 ，常用的药物有阿
托伐他 汀、辛伐他 汀、普伐他 汀、氟伐他 汀等。 硝酸酯类
药物可扩张血管，可以 降低后左心室的负荷，降低左室的
作 功。 心脏前、后两 种情况下 ，心肌氧消耗都明显下 降。

在临 床上 ，它的作 用非常迅速，可以 减轻病人 的疼痛，许
多硝酸酯类的药物都可以 有效的降低心脏的能量。硝酸酯
类药物可促进机体产 生一 氧化氮，一 氧化氮是一 种强有力
的血管扩张剂，使心脏血管扩张，一 定程度缓解心前区疼
痛等症状，本研究分析了 硝酸酯类药物治疗心血管疾病患
者的药学情况，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 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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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我院 20 21 年 1 月~20 22年 1 月心血管疾病患者
共 70 例，数字表随机分 2组每组 35例。 其中 ，对照组男
23例，女 12例，年龄 41~78（55.51± 2.21）岁。 病程 2~12
年，平均（6.24± 2.52）年。 观察组男 23例，女 12例，
年龄 42~79（55.52± 2.24）岁。 病程 2~13年，平均（6.56
± 2.31）年。 两 组统计学比较显示P大于 0 .0 5。 本研究经
伦理批准。入选条件 ：符合诊断标准的病人 ；遵从 的病人 ；
排除条件 ：本试验中 有药物过敏的病人 ；肝脏、肾脏等器
官功能不 全的病人 ；原因不 明的病人 ，血清转氨酶持续增
高；恶性肿瘤。

1.2方法
对照组的患者给予 阿托伐他 汀、阿司匹林等常规药物

治疗，阿托伐他 汀 20 m g/次，1 次/d，睡前口服。 阿司匹
林每次 10 0 m g口服，每天 1 次。 7d/1 疗程，2个 疗程后评
价 疗效。

观察组在该基础上 增加硝酸酯类药物。单硝酸异山梨
酯缓释片 20 ~40 m g/次，清晨口服，1 次/d，7d/1 疗程，2
个 疗程后评价 疗效。

1.3观察指标
比较两 组胸闷消失时间、心前区疼痛消失时间、治疗

前后患者生活质量评分、视觉模拟评分、总有效率、不 良
反应。

1.4疗效标准
显效：患者胸闷，心前区疼痛，罗音全部消失，心肺

功能、血气测定结果显示， T波和 ST段未见异常；有
效：患者胸闷，心前区疼痛，啰音消失，心肺功能、血气
检测均无异常，心电图显示 T波呈浅色或双相， ST段
舒缓；无效：病人 胸闷，心前区疼痛，罗音没有减轻或加
剧，心脏、肺、血气等指标均无明显改善或恶化，心电图
显示 T波及 ST段无明显的改善或恶化。

排除无效率计算总有效率[1 ]。
1 .5统计学方法
在 SPSS22.0 软件 中 ，计数 x2统计，计量 t检验，P

＜0 .0 5表示差异有意义 。
2 结果

2.1 两 组胸闷消失时间、心前区疼痛消失时间比较
观察组胸闷消失时间、心前区疼痛消失时间分别是

3.21± 1 .21d、3.19± 0 .45d短于 对照组 5.56± 2.21d、5.78
± 1 .18d，P＜0 .0 5。

2.2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分、视觉模拟评分比较
治疗前二 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视觉模拟评分比较，

P＞0 .0 5，而治疗后两 组生活质量评分、视觉模拟评分均
改善，而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 对照组，视觉模拟
评分显著低于 对照组，P＜0 .0 5。 如表 1。
表 1 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分、视觉模拟评分比较(x± s)
组别 时期 生活质量评分 视觉模拟评分
观察组 治疗前 76.13± 1 .94 5.25± 1 .28

（35） 治疗后 93.56± 3.21 1 .19± 0 .23
对照组
（35）

治疗前 76.13± 1 .78 5.20 ± 1 .25

治疗后 83.51± 3.12 2.49± 0 .67
2.3总有效率比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 33（94.29）高于 对照组 26（74.29），

P＜0 .0 5。
2.4 两 组不 良反应比较
比较了 两 组心血管病病人 的不 良反应。结果显示，在

对照组中 ，2例出现了 脸色潮红，1 例出现肝功能轻度损
害，4例出现胃肠不 适，20 .0 0 %的不 良反应；观察组有 2
名患者脸色潮红，4名患者有轻度肝功能损伤，2名患者
出现消化不 良反应，20 .0 0 %出现不 良反应。 两 组病人 没
有出现严 重的并发症，两 组之 间的不 良反应发生率没有显
著性差异（P>0 .0 5）。

3 讨论

心血管疾病是一 类由循环系统引起的一 系列疾病。主
要包括心脏、血管（动脉、静脉、微血管），可以 分为 急
性期和慢性期，主 要与 动脉硬化相关。 它们 的病因、发病
过程和治疗方式相似。 心血管病的康复治疗比较困难，而
且 临 床上 使用的不 合理，对病人 的身体和生命安全构成了
极大的威胁，很容易引起医患纠纷，使医疗服务难以 达到
最佳的效果[2]。

常见的硝酸酯类药物有：（1）舌下 含服：硝酸甘油
和消心痛是常见的含服类药物，一 般舌下 含服 1~2 m in 可
起到缓解作 用，药效持续 1~2小时，对急性症状有较好
的疗效；（2）口腔喷雾器：有硝酸异山梨酯喷雾剂、硝
酸甘油喷雾剂，对着口腔内的药物吸收面积大，药效迅速，
在 3分钟内就能达到最高水平，适用于 急性心绞痛；（3）
口服药物：单硝酸异山梨酯、消心痛，中 效持久 ，效果持
久 ，效果稳定，适用于 冠心病患者；（4）静脉注射：硝
酸甘油或二 硝酸异山梨酯，作 用稳定，见效迅速，药物用
量可调整，对肝脏有一 定的代 谢作 用，且 副作 用较少，适
合于 心衰患者。

硝酸酯类药物的用法有：（1）间断给药。 一 天 24
小时间断给予 ，在 6小时之 内不 使用，间隔时间根据药物
的半衰期确定，并且 持续使用的持续时间小于 48小时，
如果是稳定性心绞痛患者，则可在白天高剂量，晚上 低剂
量；在晚上 频繁发作 时，可以 在白天低剂量，晚上 高剂量，
或联合使用短效和长效药物。 （2）将药物结合起来。 在
临 床上 ，与 受体阻断剂结合使用，既可降低硝酸酯类药物
的用量，又可提高其药效，防止硝酸酯类药物的耐药性[3]。

本研究表明，使用硝酸酯类药物对心血管病的总有效
率高，并且 副作 用小，病人 的生存质量显著提高，表明该
药在改善心绞痛、改善心肌缺血、扩大冠状动脉狭窄方面
有很大的应用价 值。 但如何保障患者的临 床使用安全，是
医务人 员、患者和家属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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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显示，观察组胸闷消失时间、心前区疼痛消失
时间短于 对照组，治疗后患者生活质量评分高于 对照组，
视觉模拟评分低于 对照组，总有效率高于 对照组，P＜0 .0 5。
比较了 两 组心血管病病人 的不 良反应。结果显示，在对照
组中 ，2例出现了 脸色潮红，1 例出现肝功能轻度损害，4
例出现胃肠不 适，20 .0 0 % 的不 良反应；观察组有 2名患
者脸色潮红，4名患者有轻度肝功能损伤，2名患者出现
消化不 良反应，20 .0 0 %出现不 良反应。 两 组病人 没有出
现严 重的并发症，两 组之 间的不 良反应发生率没有显著性
差异（P>0 .0 5）。 要确保临 床用药安全，需要在用药的同
时，建立健全的药学评价 制度，对病人 进行个 性化评价 ，
积极预防不 良反应和处理不 良反应，以 解决医患纠纷、处
理好医患关系，减少医疗风险，提高用药安全性、合理性。

综上 ，阿托伐他 汀、阿司匹林等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

上 ，硝酸酯类药物对于 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效果确切，可有
效改善心前区疼痛等症状，且 促进患者生活质量提高，安
全性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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