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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应用胺碘酮治疗冠心病快速心律失常的效果及安全性研究
孟凡超　邵珠苓

（临沂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东　临沂　276023）

【摘　要】目的：分析急诊应用胺碘酮治疗冠心病快速心律失常的效果及安全性。方法：本次研究选取 90 例在我院治疗的冠
心病快速心律失常患者为研究对象，研究时间为 2019 年 5 月至 2021 年 4 月，采用随机数字法对患者分组，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每组各 45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胺碘酮治疗。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7.78%，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治疗总有效率（80.00%），差异显著，P ＜ 0.05；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22%，明显低于对照组的不
良反应发生率（17.78%），差异显著，P ＜ 0.05。结论：冠心病快速心律失常患者治疗时使用胺碘酮治疗，可以有效提高治疗效果，
不良反应较少，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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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多发生在中老年人群中，

发病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1]。冠心病会对患者的心肌功能造成

损害，患者会出现心绞痛、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危害患

者的身体健康，并且随着病情的发展患者会出现快速心律失常的

严重并发症，进一步较重病情，甚至会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威

胁，需要对患者实施积极的治疗 [2]。本文主要研究急诊应用胺

碘酮治疗冠心病快速心律失常的效果及安全性，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 90 例在我院治疗的冠心病快速心律失常患者

为研究对象，研究时间为 2019 年 5 月至 2021 年 4 月，采用随

机数字法对患者分组，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45 例。

对照组中，男性患者 25 例、女性患者 20 例；年龄为 53-78 岁，

平均（65.52±6.34）岁。观察组中，男性患者 26 例、女性患

者 19 例；年龄为 53-79 岁，平均（65.71±6.38）岁。两组资

料对比，P>0.05，存在可比性。

纳入标准：均符合冠心病快速型心律失常的诊断标准，并

经过临床检查确诊为冠心病快速心率失常；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或者认知功能障碍者；患

有肝肾功能障碍者；患有恶性肿瘤疾病者。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治疗，治疗方法为：根据患者的疾病情况，

给予患者美托洛尔缓释片、阿托伐他汀片、阿司匹林等药物治

疗，并给予患者使用利多卡因静脉滴注，将 50mg 的利多卡因

与 250ml、20% 的葡萄糖溶液混合进行治疗。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胺碘酮治疗，治疗方法为：

给予患者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进行静脉滴注治疗，初始的用药剂

量为 150mg，持续进行静脉滴注 10min，在此期间观察患者的

药物耐受情况，若耐受则调整药物剂量为 1mg/min 进行静脉滴

注治疗，连续治疗 6h，同时观察患者生命体征转归情况，将药

物剂量调整为 0.5mg/min，若患者心律失常症状无改善则需要

增加给药 1次，每天最大的药物剂量不超过 1200mg。

1.3 观察指标

统计两组患者的临床效果、不良反应发生率，并对比。

1.4 数据处理

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22.0 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

验；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P＜ 0.05，表明统计学有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效果对比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7.78%，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治疗总有效率（80.00%），差异显著，P＜ 0.05。如表 1：

表 1两组患者临床效果对比 [n(%)]

组别 例数（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5 28 16 1 44（97.78）
对照组 45 24 12 9 36（80.00）

X2 -- -- -- -- 7.2000
P -- -- -- -- 0.007

2.2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22%，明显低于对照组

的不良反应发生率（17.78%），差异显著，P＜ 0.05。如表 2：

表 2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n(%)]

组别 例数（n） 恶心呕吐 心动过缓 甲状腺功能异常 总发生率（%）
观察组 45 1 0 0 1（2.22）
对照组 45 4 2 2 8（17.78）

X2 -- -- -- -- 6.0494
P -- -- -- -- 0.014

3 讨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不

断上升，其中冠心病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心血管疾病 [3]。冠心病

患者的冠状动脉出现粥样硬化现象，进而导致心肌缺血缺氧，

使心肌功能严重受损，患者的身体功能同时会带来严重影响。

随着冠心病患者病情的发展，患者会出现快速心律失常的严重

并发症，此时患者会出现持续性房颤、窦性心动过速、阵发性

房颤等症状，极易导致患者死亡，因此需要对患者实施积极的

治疗 [4]。

目前临床上在对冠心病快速心律失常患者治疗时，主要采

用对症治疗的方案，治疗时根据患者心律失常、血压、冠状动

脉等情况，为患者实施康心律失常、降压、恢复血液灌注等治疗，

以增强患者的心肌保护，清除氧自由基，进而改善病情；但是

常规治疗症状缓解缓慢，治疗效果不佳。

本次研究对患者实施胺碘酮治疗，经过研究得出，观察组

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7.78%，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治疗总有效

率（80.00%），差异显著，P ＜ 0.05；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2.22%，明显低于对照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17.78%），

差异显著，P＜ 0.05。

结果说明胺碘酮对改善病情有显著作用，胺碘酮具有高效

抗氧化的作用，可以有效清除氧自由基，强化心肌保护机制，

抑制钙离子通道，进而避免心室重构；并且胺碘酮是受体阻滞

剂，可以缓解心动过速的情况，进而调节心率自律性，有效改

善患者远期心功能。

综上所述，冠心病快速心律失常患者治疗时使用胺碘酮治

疗，可以有效提高治疗效果，不良反应较少，值得在临床上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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