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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内科冠状动脉介入性临床治疗 
孙雪珂  付月 

(广安市人民医院  四川广安  638000） 

摘要：目的：探讨冠心病介入在心血管疾病诊治中的作用，并对其疗效进行观察和分析。方法：选取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3 月收治的心

血管内科冠状动脉病患者（86 例），采用数字分配法将其分成两组，各 43 例。在此期间，对两组患者进行了不同的心血管疾病治疗，并对

其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其中，对照组采取常规的处理方法，研究组采取常规的处理方法，并对两组患者的处理效果进行综合分析。结果：

通过统计比较，研究组患者使用介入性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97.67%，而对照组患者使用常规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79.06%，经过统计比较，差异

有显著性（P<0.05）。结论：对两组心血管内科冠状动脉采取不同的治疗模式，最后发现，对研究组的患者实施介入性治疗，可以为心血管

内科冠状动脉患者取得明显的治疗效果，缓解病痛，提高心血管内科冠状动脉患者家属的治疗满意度，应予以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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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疾病，随着社会的迅

速发展，它也给人们的生活环境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污染，使得心血管疾病的发

病率逐年增加。心血管疾病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心健康，

也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经济负担[1]。目前临床上对心血管

疾病的治疗主要是用药物治疗，但效果并不理想。随着

科技的进步，对心血管疾病进行介入治疗，能够提高疗

效。本课题拟对心血管疾病冠脉介入治疗的临床应用进

行进一步的探讨。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收治于本院的

冠心病病人（86 名）。所有纳入研究的病人都接受了本研

究的调查，并签署了一份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心血

管内科冠状动脉病患者本人和他的家人不同意此次研究

的调查，有精神疾病，不愿意配合参与研究的研究人员，

以及身体主要功能器官不全，并且患有恶性肿瘤的人。 

采用数字随机法，将病人分成两组，分别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各 43 名病人。观察组：人员性别比例为：男

性有 21 例，女性有 22 例，年龄 31-72 岁；对照组：人

员性别比例为：男性有 25 例，女性有 25 例，年龄 34-75

岁；本次研究已经得到了伦理委员会的认可，对两组患

者的性别、年龄等一般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这

些指标信息是相似的，并且差异不显著（P>0.05)，比较

研究有意义。 

表 1 患者的一般资料分析对比 

组别 对照组 研究组 

性别比例 男性患者:20 男性患者:22 

 女性患者:23 女性患者:21 

平均年龄 52.53±4.34 岁 54.52±4.37 岁 

1.2 方法 

将冠心病病人分成 2 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观

察组采用合理的干预方法进行干预；对两组病人的疗效

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记录。对照组病人在治疗期间，本

院按传统的用药方法，对病人进行心血管类冠心病的治

疗。对于出现心律失常的病人，医护人员应给予心律失

常的药物进行治疗；对于有血栓的病人，可以口服抗血

小板凝集的药物。对高血压病人采取降压药物服药的方

法；有高血糖的病人可以服用降糖药。根据病人的具体

情况，采取相应的处理方法[2]。观察组病人在治疗期间，

均行心血管介入疗法。 

病人必须在术前三天由医护人员给病人口服阿司匹

林。心血管内科医生必须在靠近桡动脉的地方，对病人

进行局麻。麻醉结束后，导丝进入患者的冠状动脉。在

DSA 显影下，医生给患者施加了压力，把药物覆盖在冠

状动脉上，然后放入患者的血管里。一针 1000 单位的肝

素。与此同时，还要让医护人员对心血管患者的反应进

行严密的观察，在手术结束之后，还要做好术后的护理

工作，护士要随时对心血管患者的体温、血压等生命体

征进行观察。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在心血管疾病方面的疗效，并比较两

组患者在治疗前后的评分表（full mass marking, FMA）得

分。疗效分为三个标准：显效、有效、无效，治疗总有

效率=显效+有效。对于观察组的心血管内科冠状动脉患

者，实施介入性临床诊断与治疗时，应该与对照组患者

采用常规的治疗依从性进行比较，并对其进行分析。主

要的评判标准是：依从、较依从、不依从三种标准，依

从度为：依从+较依从。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心血管内科冠状动脉介入性临床诊断与治疗分

析调查的数据，使用的是统计学软件 SPSS19.0 对其进行

处理和分析，用（n%）来代表依从率、有效率， P>0.05：

研究数据属于无意义的数据， P<0.05 则表明差异具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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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 

表 2 对照组、观察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对比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X2 P 值 

例数 43 43 - - 

显效患者 8(16.27%) 23(53.48%) - - 

有效患者 26(60.46%) 19(44.18%) - - 

无效患者 9(20.93%) 1(2.32%) - - 

总有效率 34(79.06%) 42(97.67%) 19.30 3.078 

2.2 观察组患者和对照组心血管内科冠状动脉治疗

依从度对比 

在治疗工作阶段，对观察组应用干预治疗的方式，

经过最终的分析和观察，观察组心血管内科冠状动脉患

者的依从度要比对照组心血管内科冠状动脉患者采用的

常规治疗方式高，如表 3 所示，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显著性。 

表 3 观察组和对照组心血管内科冠状动脉患者治疗

依从度对比[n，%]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X2 P 值 

例数 43 43 - - 

依从 8(18.60%) 23(53.48%) - - 

较依从 21(48.83%) 19(44.18%) - - 

不依从 14(32.55%) 1(2.32%) - - 

依从度 29(67.44%) 42(97.67%) 17.31 4.698 

3 讨论 

最近几年，因为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饮食习惯发生

了改变，所以患有心血管疾病的病人人数也在逐年增多。

但是，因为心血管疾病在发病的最初阶段，病人并没有

表现出明显的症状和不适，并且也不会对病人的正常生

活造成太大的影响。所以，会有一些病人没有引起足够

的重视，导致病情不断恶化，甚至危及到病人的生命。

所以早期发现和及时治疗可以防止疾病的恶化，对病人

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在临床上，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诊断主要是通过病人

的症状来判断，如果病人的症状比较轻微，可以通过心

电图、 CT、超声心动图等手段来判断病人的情况，然后

由主治医师根据病人的情况来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现

在，在临床上，最常用的治疗方法就是药物控制治疗，

病人需要通过服药来延缓病情的进展，这种方法并不能

达到根治的效果，同时，长时间的药物治疗还会给病人

带来巨大的经济和心理压力。 

心血管疾病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疾病，发病率很高，

治疗效果不佳，对病人的身体和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

目前临床上主要以药物治疗为主，但仍无法根治。目前，

由于治疗技术的迅速发展，介入治疗在临床上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并获得了良好的疗效。目前，心血管病的早

期症状不明显，且持续的时间较短，因此，临床上对其

缺乏足够的重视，等发现时已难以根治，对病人的生命

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所以，加强对该病的早期诊断，能有效地提高疗效。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 CT 方法是通过对病人的血脂、血压

进行检测来判断病人的情况，从而提高对心血管疾病的

诊断准确率。进行干预治疗，可以达到有效提高治疗效

果。然而，很多心血管病人对介入治疗的方式并不了解，

在治疗的过程中，病人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从而导致

病情恶化，从而影响到治疗的效果。 

在治疗过程中，要让病人对介入治疗方法有一个完

整的认识，让病人能够平复自己的负面情绪，和病人保

持良好的沟通。在治疗期间要注意保证病人的休息，增

强病人的自信心，促进病人的恢复。在手术的过程中，

医护人员要对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严密的观察，对患者

的心率、血压和体温等展开定时的测量，并对患者在手

术过程中的具体反应进行仔细的记录，以便能够及时的

发现患者出现的不良反应，并对其进行及时的处理。术

后尽量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多做简单的运动。 

通过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采用介入治疗的方式治

疗效果和治疗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加速患者

康复，同时提高治疗满意度[5]。结论：介入疗法在心血管

疾病中的使用，可获得良好的疗效，加速病人的恢复，

是值得在临床上推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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