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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夜间反复心衰发作患者治疗中硝酸甘油静脉泵入的临床疗效及影响。方法：随机选取本院 2018 年 8 月~2020 年 8 月期间收治心衰

患者共 94 例设为研究对象，开展对比性治疗研究。 按照就诊于我院时间分成两组（其中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8 月为对照组、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8 月为研究组），各组样本量均为 47 例。对照组接受针对原发疾病病因治疗、常规强心、利尿、按心衰容量负荷管理及神经内分泌拮抗剂药物应

用等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小剂量硝酸甘油夜间静脉泵入联合治疗。结果：观察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表现为住院时间缩短、

夜间左心衰发作频次减少及活动耐量提高等疗效明显，P<0.05；观察组根据患者血压、药物耐受情况经微量泵调整速度后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P<0.05。

结论：夜间反复心衰发作患者治疗中给于加用硝酸甘油静脉泵入可在针对原发疾病病因处理、常规强心、利尿、按心衰容量负荷管理及神经内分泌

拮抗剂药物应用等治疗基础上使患者心功能纠正、缩短住院时间、提高生活质量及降低死亡率等明显改善，同时经微量泵泵入根据患者血压及耐受

性等调整速度提高患者用药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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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衰竭是慢性、自发进展性疾病，神经内分泌系统激活导致心肌

重构是引起心衰发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各种心脏疾病的严重

表现或晚期阶段，死亡率和再住院率居高不下，对于患者生命安全存在

较大威胁。硝酸甘油在心衰患者治疗中可减轻心脏前后负荷，减轻肺循

环压力，缓解肺淤血、减少夜间急性左心功能不全症状发作、活动耐量

增加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缩短住院时间、稳定患者病情、降低死亡率等

明显改善，本文主要研究应用硝酸甘油静脉泵入在夜间反复心衰发作患

者中的疗效观察，研究时间为本院 2018 年 8 月~2020 年 8 月期间收治

心衰患者，共 94 例设为研究对象，现将相关资料整理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18 年 8 月~2020 年 8 月期间收治心衰患者共 94 例设为

研究对象，开展对比性治疗研究。按照就诊于我院时间分成两组（其中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8 月为对照组、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8 月为研

究组），各组样本量均为 47 例。 

对照组，男/女，25/22 例，年龄最大者 79 岁，年龄最小者 45 岁，

平均年龄（62.05±3.19）岁，病程 4~13 个月，平均（8.56±2.59）个月；

观察组，男/女，26/21 例，年龄最大者 81 岁，年龄最小者 45 岁，平均

年龄（63.02±3.29）岁，病程 4~13 个月，平均（8.56±2.59）个月。患

者基线资料组间对比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0.05，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 均符合急慢性心衰患者同时伴发反复夜间阵发性呼吸

困难的典型急性左心功能不全发作的患者；排除标准：排除硝酸甘油治

疗禁忌症；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针对原发疾病病因治疗，常规按心衰容量负荷管理（包

括低盐、控制液体量及输液速度、使出量大于入量等）、强心、利尿及

神经内分泌拮抗剂药物口服等处理仍存在典型左心功能不全症状发作

（表现为夜间平卧后阵发性呼吸困难伴刺激性咳嗽，端坐休息后临床症

状缓解）。 

观察组接受硝酸甘油静脉泵入联合治疗。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经加

用小剂量硝酸甘油夜间静脉泵入后患者典型左心功能不全症状发作频

次明显减少、活动耐量提高等心功能不全症状改善明显，住院时间缩短

等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硝酸甘油用法与用量： 5%葡萄糖 48mL 加硝酸甘油注射液 5mg  

4mL/h 起始静脉泵入（每晚 20:00 至次日 08:00、根据患者临床缓解症状

及血压等情况调整用量）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治疗夜间急性左心衰发作程度及频次、心功能改善情况、

药物不良反应、住院时间比较。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数据资料均采用 SPSS23.0 统计学软件分析两组差异性，

若结果 P<0.05，且差异显著，则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夜间急性左心衰发作程度减轻、频次减少及活动耐量

提高等心功能改善情况、住院时间进行比较 

表 1 临床疗效、夜间急性左心衰发作频次、心功能改善情况及住院

时间对比 

组别 例数 

夜间左心功能不

全症状程度减

轻、频次减少 

活动耐

量提高 

住院时

间（天）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7 24 19 5-7 43 3 91.4% 

对照组 47 18 13 7-10 31 16 65.9% 

观察组 47 例应用硝酸甘油静脉泵入，无效率 6.3%（3/47）总有效

率 91.4%（43/47） 对照组无效率 34% （16/47） 总有效率 65.9% ；

观察组住院时间缩短、心功能纠正等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 

2.2 药物不良反应率统计表 

观察组用药期间药物不良反应发生少，临床症状改善，显效明显；

见表 2。 

药 物 不 良 反 应 
组别 例数 

心动过速 低血压 头部胀痛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7 0 1 1 25 20 2 95.7% 

观察组 47 例应用硝酸甘油夜间静脉泵入纠正伴发典型左心衰临床

症状发作，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且临床症状轻微，经调整微量泵

速度后药物不良反应很快消失，不良事件发生率 4.2%（2/47）无效率为

4.2%（2/47）总有效率为 95.7%（45/47）组间对比差异明显， P<0.05。 

3 讨论 

硝酸甘油静脉泵入用药可减轻心衰患者心脏前后负荷，减轻肺循环

压力，缓解肺淤血、减少夜间急性左心功能不全症状发作，稳定患者病

情，缩短住院时间，活动耐量提高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降低死亡率等

具有积极作用，但静脉输注后可能会出现心动过速、低血压及头部胀痛

等药物不良反应，需在治疗期间依据患者血压变化、耐受情况等及时调

整药物速度，确保静脉泵入治疗安全性。 

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住院时间缩

短、夜间急性左心衰发作程度减轻及频次减少、活动耐量提高等心功能

不全症状改善指标明显  P<0.05。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显效明显，

组间对比差异明显， P<0.05； 

说明应用硝酸甘油夜间静脉泵入联合治疗在伴发典型急性左心功

能不全的患者治疗中心功能不全症状改善明显、缩短住院时间、提高心

衰患者生活质量及降低死亡率等疗效明显，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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