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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心内科常见疾病心力衰竭的诊断情况以及治疗情况。方法:研究人员选取在我院心内科接受心力衰竭治疗的病患 120
名，将选取的 120 名病患分为观察组、对照组，每组人数相同均为 60 名，对照组患者接受普通的治疗方式，而观察组患者在接受普通治疗
方式的基础上增加西地兰治疗变量，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医护人员在对观察组病患进行治疗时，由于增添了西地兰药物，
使观察组病患的射血分数、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明显优于另一组病患（p＜0.05）；此外，观察组的治疗效果相对较好（p＜0.05）。结论：采
用西地兰对心力衰竭病患进行治疗，临床效果非常好，对患者今后的康复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值得广大医护人员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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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内科中最常见的疾病就是心力衰竭，患该疾病的群体绝大
多数都是老年人,在临床上对此疾病进行诊疗时，最重要的就是控制
患者的病情和维持患者血液循环的稳定性，这样才能降低患者出现
心房颤动问题的概率。为了进一步对心力衰竭疾病进行研究与治
疗，本文选取了 120 名心力衰竭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临床资
料进行研究，效果非常显著，具体内容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在我院心内科进行治疗的心力衰竭病人 120 位作为研究对
象，根据 120 名病患接受治疗的时间不同将其分为观察组、对照组。
对照组病患接受治疗的时间相对较早，观察组病患接受治疗的时间
相对较晚，两组病患人数均等。两组基线对比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诊治手段 
首先，医生需要对心力衰竭患者的病情进行详细的了解，然后

对引发心力衰竭疾病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进一步观察患者治疗过
程中出现的所有临床症状，最后将分析出来的问题与心力衰竭的临
床表现症状进行对比研究。除此之外，还需要对患者进行各项检查，
主要包括电解质指标测试、心电图检测、肾功能检测等全面性的身
体检查，然后将检测结果进行细致分析，最终确定是否属于心力衰
竭疾病。 

1.2.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普通的治疗方式，普通治疗方式主要包含强心

治疗、吸氧等。然而观察组的患者同样需要进行普通治疗方式，另
外还需要进行西地兰的药物治疗，需要注意的是西地兰的使用剂量
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来决定，需要对西地兰药量进行一定的控
制。如果西地兰的使用剂量过多，极易造成患者出现其他危险症状。

通常情况下，急性心力衰竭患者西地兰的用量为 0.4 毫克，并使用
20 毫升 500GS 溶液稀释，对患者进行静脉滴注，同时两小时后观
察病人的状况，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适当增加西地兰，用量控制在
0.2-0.4 毫克之间，西地兰一天使用一次，连续治疗 7 天。对慢性心
力衰竭病人，使用西地兰治疗时，要适当减量，一般用量为 0.2-0.4
毫克之间，并溶于 20 毫升 500GS 溶液中，对患者进行静脉注射的
方式治疗，需要注意的是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每天西地兰的摄入量不
能超过 1.2 毫克，一天使用一次，连续治疗 7 天。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和 LVDd 与 LVEF 变化量进行对比研究。
患者治疗效果的判断依据是以心功能的改善和恢复情况进行判定
的；治疗后，心功能改善达到Ⅱ级或恢复到Ⅰ级，则可认定为治疗
显效；心功能改善达到Ⅰ级，则可认定为治疗有效；如果心功能没
有任何好转或者出现恶化的情况，则说明治疗效果为无效。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的比较。如表 1 所示，对照组和观察组的
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 58.33%和 93.33%，很显然观察组总有效率优
于对照组。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的对比结果[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60 20（33.33） 15（25.00） 25（41.66） 35（58.33） 
观察组 60 40（66.66） 16（26.66） 4（6.66） 56（93.33） 

P     <0.05 

2.2 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LVDd 和 LVEF 变化量进行比较。治
疗前，LVDd 和 LVEF 的变化量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经过不同的
治疗后 LVDd 和 LVEF 变化量与治疗之前相比，差异显著。此外，
治疗后观察组和对照组相比较，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LVDd 和 LVEF 对比分析析（`x±s） 

对照组 观察组 类型（mm,%）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舒张末期内径（LVDd） 61.36±4.82 59.93±1.17 60.57±5.17 51.22±.168 
射血分数（LVEF） 36.31±4.16 38.57±3.85 36.51±3.68 49.61±3.65 

3 讨论 
从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得知，西地兰是对心力衰竭疾病治疗的

有效药物，也是治疗该疾病使用最多的药物，临床治疗效果非常明
显，这种药物可以增强患者的心脏搏动力度，同时可以更有效的降
低患者心率，对患者的病情控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需要注
意的是西地兰使用的药量与中毒剂量比较接近，极有可能造成患者
出现其它症状。因此在使用西地兰进行治疗时，一定要严格控制西
地兰的药量，针对心力衰竭的疾病类型以及病人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药量，使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样才能提升治疗效果，避免对
患者造成二次伤害。 

本次研究选取了 120 名在我院进行心力衰竭治疗的患者，分别
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对两组患者进行治疗，比对两组的治疗效果。本
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的治疗效果与对照组患者相比明显较好，
两组治疗效果差异明显；同时两组患者的 LVDd 和 LVEF 变化量，观
察组优于对照组。因此经过综合分析得出，对心力衰竭患者采用一定

量的西地兰进行临床治疗，其治疗效果非常显著，可以说明在治疗过
程中西地兰的作用非常大，对患者以后的康复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上述所言，将西地兰药物应用在心内科的心力衰竭治疗
中，在提升治疗效果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广大医护人员学习
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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