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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心肌梗塞采用心内科治疗临床分析

杨代贵  
贵州省天柱县人民医院  贵州  天柱 556600

【摘要】目的：探究分析心肌梗塞采用心内科治疗的实际临床效果。方法：选取我院于 2018年 4月至 2019年
7月所收治的心肌梗塞患者 80例，通过随机的方式将其划分为观察组以及对照组，每组患者各 40例。给予对照组
的患者常规药物进行常规的药物治疗；给予观察组患者尿激酶药物进行相关的治疗。在患者接受治疗经过一段时间

后，对其身体健康状况、治疗的效果、心率状态、血便情况、黑便情况以及皮肤的粘膜损伤状况等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观

察组患者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实际治疗效果都是明显对照组患者更好的，组间对比的差异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P＜0.05）；
观察组的心率状态、血便情况、黑便情况以及皮肤的粘膜损伤状况等不良情况的发生率是明显比对照组更低的，组

间对比的差异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P＜ 0.05）。结论：对于心肌梗塞患者采用心内科治疗进行临床上治疗可以使
得患者的实际治疗效果得到明显增高，身体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有临床推广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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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的研究报导，目前由于急性心肌梗塞死

亡的患者全球范围内有接近 1700 万的人数 [1]，且这个

数字还在逐年递增，因此降低急性心肌梗塞的发病率使

其得到控制使刻不容缓的。现如今对于治疗急性心肌梗

塞主要治疗方式，是对动脉血栓的形成进行干预以抗血

小板的凝集进而改善粥样硬化的程度可以得到显著的改

善。通过有关的研究数据结果中显示，对抗血小板的凝

集不但可以降低急性心肌梗塞的发生率，还可以降低患

者的死亡率；此外更可以使患者在治疗期间可能发生过

的不良事件得到有效控制，降低了患者遭遇危险性事件

概率，使患者的生命安全得到了有效的保障。本篇文章

针对心肌梗塞采用心内科治疗的实际临床效果，作出了

如下分析报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于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7 月所收治的心

肌梗塞患者 80 例，通过随机的方式将其划分为观察组

以及对照组，每组患者各 40 例，其中观察组男性患者

22 例，女性患者 18 例，年龄在 60-75 岁，平均年龄为

（67.8±8.1 岁）；对照组男性患者 20 例，女性患者 20 例，

年龄在 62-70 岁，平均年龄为（68.2±3.9）岁。纳入标

准：本次研究经过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及其家属

配合本院研究工作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妊娠

期女性；过敏体质患者；合并严重高血压 / 糖尿病患者；

存在严重精神疾病或者沟通障碍的患者。两组患者的年

龄、性别等基线资料对比结果差异不明显（P ＞ 0.05）,

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1.2 方法

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的药物治疗，备选药物是硝酸

酯类药物和低分子肝素钙，通过皮下注射的方式进行使

用 [2]。在实际使用低分子肝素钙时，其剂量不能超过 0.5

毫升，因为过量的药物摄入会给患者的身体带来严重的

危害。每日对患者进行药物的两次皮下注射，同时可以

给患者口服阿司匹林，阿司匹林的用量为 300 毫克且每

日服用一次。整个药物治疗周期为两个月。

给予观察组患者尿激酶治疗。将 100 万单位的尿激

酶与浓度为 0.9% 的 10 毫升生理盐水进行稀释，稀释混

合后再和浓度 5% 的 100 毫升葡萄糖进行混合并通过静

脉注射的方式对患者进行给药。需要注意的是，尿激酶

药物要在半个小时之内输完，如果时间内没有输完，那

么药物的实际功效则会大幅度下降 [3]。整个药物的治疗

周期为两个月。

1.3 观察指标

在两组患者接受治疗一段时间过后，对两组患者的

身体情况、不良反应以及实际效果进行对比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统计所得所有相关数据均利用 SPSS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 , 采用卡

方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 ,

采用 t 检验。当 P<0.05 的时候，差异具有一定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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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有效程度比较

由表 1 可见，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组间对比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有效程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有效率（%）

对照组 40 18 12 10 75%

观察组 40 22 15 3 92.5%

X2 － － － － 4.501

p － － － － 0.034

2.2 两组患者的各种不良反应对比

由表 2 可见，观察组的心率状态、血便情况、黑便

情况以及皮肤的粘膜损伤状况等不良情况的发生率是明

显比对照组更低的，组间对比的差异具有统计学上的意

义（P<0.05）。
表 2 两组患者的各种不良反应对比（n，%）

组别 例数 血便 黑便 心率失常
皮 肤 黏 膜
受损

总不良反应

对照组 40 3（7.5） 4（10.0） 2（5.0） 6（15.0） 15（37.5）

观察组 40 1（2.5） 1（2.5） 0（0.0） 1（2.5） 3（7.5）

X2 － － － － － 10.323

p － － － － － 0.001

3 讨论
作为临床上很常见且发病率也较高的疾病，心肌梗

塞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这些症状给患者带来了

濒死感，造成患者心理上的极大恐惧 [4]。由于患者受到

身体心理的双重压迫，其生命安全遭到严重威胁。临床

采用尿激酶对于心肌梗塞进行治疗可以使得患者的心梗

得到有效改善，其体内的堵塞得到有效疏通；可对抗血

小板的凝集进而使得治疗效果得到提高，最后可以使患

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根据本次研究分析观察组的治

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 ＜ 0.05）；观察组的心率状态、血便情况、

黑便情况以及皮肤的粘膜损伤状况等不良情况的发生率

是明显比对照组更低的，组间对比的差异具有统计学上

的意义（P ＜ 0.05）。

综上，心内科治疗心肌梗塞可以降低不良反应的出

现，有限改善了患者身体状况，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

提高，有临床推广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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