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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汀类联合心血管药物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临床效果分析

孟光伟

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甘肃省武威医学科学院）　甘肃武威　733000

摘　要： 目的：研究分析他汀类联合心血管药物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效果。方法：本院从2020年5月～ 2021年5月在院

治疗的患者中随机选取了80例患者进行分析，将其随机分为两组，每组40例患者，对照组使用常规的心血管药物进

行治疗，实验组则在此基础上加以他汀类药物进行联合治疗，观察两组患者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含量和治疗效果以

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实验组的各项胆固醇含量和甘油三酯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的患者，治疗效果也明显比对

照组好，实验组中发生不良反应症状的患者明显较少，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他汀类药物联

合心血管药物使用可有效降低患者的胆固醇含量，其他各项指标也能得到明显地改善，所以，联合使用此种药物是

可以被广泛推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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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心血管疾病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造成全

球每年大约数百万人死亡。心血管疾病在全球范围内都

是影响人们寿命的主要因素，对患者的身心健康带来严

重威胁。血脂异常作为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

其病理过程极其复杂，广泛涉及细胞炎症、细胞凋亡、

机体脂内代谢和基因突变等众多复杂的生理过程。他汀

类药物作为一种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借

助竞争性抑制内源性胆固醇合成途径中的限速酶，使得

细胞内胆固醇合成减少，从而使得血清胆固醇清除增加、

水平降低。为了探讨他汀类药物联合心血管药物在治疗

心血管疾病方面的临床效果，我院开展此项研究[1]。现

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

本院随机选取了2020年5月～ 2021年5月的80例

在院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进行了研究，将其随机分为

两组，每组40例患者，对照组实施常规的心血管药物

治疗方法，实验组则在此基础上加以他汀类药物进行治

疗。其中，实验组患者中有男27例，女13例；年龄在

45 ～ 72岁；病程为3 ～ 5年；对照组患者中有男24例，

女16例，年龄在43 ～ 75岁；病程为2 ～ 6年。对两组

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比较不具备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

性（P＞0.05）[2]。

2.	方法

参加本次调查研究的患者均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绞痛

疾病，所有患者在开展常规治疗方案基础上予以不同药

物治疗方案，对照组患者予以单纯的阿司匹林药物治疗，

阿司匹林由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为	

J20080078，服用剂量为一日一次，一次	100mg。实验组

患者则在常规基础上再联合他汀类药物治疗，他汀类药

物为瑞舒伐他汀钙片，由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生

产，国药准字为	H20080670，初始剂量为	5mg，一日一

次，根据患者病情增加，每日最大剂量不可超过	20mg。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应谨遵医嘱，医护人员应密切监测患

者各项指标，以随时调整用药方案[3]。

3.	评价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总胆固醇含量、甘油三酯含量以及

蛋白胆固醇含量，含量越低说明治疗效果越好；治疗效

果分为显效、有效、无效；不良反应包括恶心、呕吐、

腹泻、腹部疼痛等[4]。

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所涉及的数据均使用SPSS21.0进行研究，

当P＜0.05时，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

二、结果

1.	比较两组患者的各项指标

经过药物干预后两组患者进行比较，实验组患者

的总胆固醇含量、甘油三酯含量以及蛋白胆固醇含量明

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如表1。



59

预防医学研究: 2022年4卷4期
ISSN: 2705-0440(Print); 2705-0459(Online)

表1  两组患者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以及蛋白胆固醇含量比较[n，x±s]

组别 例数 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
实验组 40 4.12±0.11 1.12±0.15 3.05±0.84 2.98±1.06

对照组 40 4.97±0.72 1.86±0.45 3.37±1.43 3.98±1.45

t 4.315 4.192 4.816 4.316

P ＜0.05 ＜0.05 ＜0.05 ＜0.05

2.	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进行比较。药物干预

后两组患者进行比较，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的患者，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如表2。

表2  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40 24（60.00） 14（35.00） 2（5.00） 38（95.00）

对照组 40 15（37.50） 14（35.00） 11（27.50） 29（72.50）

x2 7.935

P ＜0.05

3.	比较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状况

经过临床观察发现，对照组中有3例患者在服药后

出现呕吐症状，2例患者出现腹泻症状，4例患者出现恶

心症状，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2.50%；实验组患者中有1

例患者出现恶心症状，2例出现呕吐症状，1例患者出现

上腹部疼痛的症状；其不良反应发生率10.00%。从中可

以得出，实验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患者，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5]。

三、讨论

心血管疾病，又称循环系统疾病，指循环系统出现

的一系列疾病，主要包括心脏、动静脉以及微血管等。

心血管疾病作为全球范围内第一大致死疾病，伴随着全

球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发展趋势，心血管疾病对于人类的

危害变得越来越严重。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我国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在逐年增高，严重威

胁着人类的生命和健康[6]。因此，积极开发高效治疗心

血管疾病的药物，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阿司匹林成为临床上治疗心血管疾病的重要药物，

具有阻止血小板凝集，抗血栓作用。可有效的降低心肌

梗死和脑卒中死亡率，也有效的预防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的发生。为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

合他汀类药物，此类药物在临床上具有非常好的治疗效

果，可以使患者体内脂蛋白与血浆胆固醇水平有效的降

低，此药在临床实验过程中表现出非常好的药效，有利

于降低患者的痛苦，从而对患者的病情起到改观作用，

不仅改善了患者的病情，还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7]。

并且，他汀类药物为还原酶抑制药，不仅能强效地降低

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而且能够一定程度上降低三

酰甘油升高高密度脂蛋白。针对因各种慢性疾病引发的

心脑血管疾病，在治疗中介入他汀类药物抑制动脉粥样

硬化与血栓形成，改善血管内皮功能、抑制血管的增殖

和迁移、抗氧化作用、抗炎作用、抑制血小板聚集和抗

血栓作用等[8]。与此同时，他汀类药物与阿司匹林联合

应用，充分发挥了双方的药性，对患者脏器器官、神经

功能等系统伤害较小，效果显著，有效的稳定了心脑血

管患者的各项指标和生活质量的提升[9]。本研究研究发

现，实验组患者在联合使用他汀类药物和心血管药物后

患者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以及蛋白胆固醇含量均有明

显的变化，实验组患者的各项指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

另外，经过药物干预后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和不良反

应症状明显比对照组的患者好，这就说明了联合使用他

汀类药物和心血管药物在治疗心血管疾病方面有很好的

效果[10]。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他汀类药物能够显著减低心血管疾病的

发病风险，能够显著改善心血管疾病患者的预后。对心

血管疾病患者，将他汀类药物与心血管药物联合使用，

临床治疗效果显著，可在临床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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