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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对老年心脑血管疾病病人给予抗精神病药物进行辅助治疗的效果。方法：将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我院接收的 80 例老年心

脑血管疾病病人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将其分为实验组和参照组，每组各 40 例。参照组病人选择常规心脑血管治疗药物进行

治疗，实验组病人选择在参照组的基础上，给予氯丙嗪辅助治疗，比较参照组和实验组病人的治疗效果。结果：参照组病人的治疗有效率明显低于

实验组病人的治疗有效率，差异较大（P＜0.05）。结论：在服用心脑血管药物的基础上，给予老年心脑血管疾病病人抗精神病药物进行辅助治疗，

可明显提升病人的治疗效果，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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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群中较为常见的疾病就是急性心肌梗死、脑卒中等心脑血管

疾病，且由于人们生活习惯和饮食结构的变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

年人人数在近年来逐年上升，严重的威胁到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并降低

了人们的生活质量[1]。据调查，对老年心脑血管疾病病人给予常规心脑

血管药物联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能获得满意的治疗效果。因此，为了

进一步分析对老年心脑血管疾病病人给予抗精神病药物进行辅助治疗

的效果，本文对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我院接收的 80 例老年心

脑血管疾病病人开展了给予常规心脑血管药物进行治疗以及给予抗精

神病药物进行辅助治疗的对比研究，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我院接收的 80 例老年心脑血管疾

病病人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将其分为实验组和

参照组，每组各 40 例。参照组中男性 29 例，女性 11 例；年龄 60-80

岁，平均年龄为（62.47±8.69）岁；病程 3-20 年，平均病程（5.64±

5.36）年。实验组中男性 25 例，女性 15 例；年龄 61-81 岁，平均年龄

为（62.56±8.47）岁；病程 4-21 年，平均病程（5.78±5.14）年。全部

病人一般病例信息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可进行对比。 

纳入标准：（1）所有病人均遵循自愿原则，经详细了解后均签署相

关文件并参与研究，审批通过；（2）确诊患有心脑血管病者；（3）对此

项研究相关药物或者药物成分没有过敏史者。 

排除标准：（1）重要器官受损严重者；（2）精神意识障碍，交流不

畅；（3）退出此项研究者。 

1.2 方法 

1.2.1 参照组 

选择常规心脑血管治疗药物进行治疗。按照病人的实际病情，对其

实施控制血糖、调节血脂、控制血压、抗心绞痛、以及抗血小板等药物

对症治疗。同时，对其实施适当运动和健康饮食等护理。 

1.2.2 实验组 

选择在参照组的基础上，给予氯丙嗪（武汉滨湖双鹤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国药准字 H42020698，50mg）口服的辅助治疗。对于老年病人，

要从最少的 25mg 口服剂量开始，然后按照病人的耐受情况口服剂量进

行逐渐递增。两组病人均持续治疗一个月。 

1.3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参照组和实验组病人的治疗效果。病人心律不齐、胸闷等

表现症状没有明显改善，存在肝肾功能受损、神经功能障碍等症状，且

心电图显示异常为无效；病人心律不齐、胸闷等表现症状有明显改善，

存在肝肾功能有一定损伤、神经功能障碍等症状，且心电图有一定程度

异常为有效；病人心律不齐、胸闷等表现症状基本改善，没有肝肾功能

受损、神经功能障碍等情况，且心电图显示正常为显效。治疗有效率=

（有效+显效）/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资料全部以 SPSS20.0 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

差（ x ±s）表示，采取 t 检验方式:计数资料采用[例(%)]表示,采用 x2 检

验,结果以 P＜0.05 表示本次研究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比较参照组和实验组病人的治疗效果 

由表 1 数据可知，参照组病人的治疗有效率明显低于实验组病人的

治疗有效率，组间比较有较大的差别（P＜0.05）。 

表 1 参照组和实验组病人的治疗效果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40 28（70.00）11（27.50） 1（2.50） 39（97.50）

参照组 40 11（27.50） 9（22.50） 20（50.00）20（50.00）

x2  14.459 3.789 23.309 23.309 

P  0.000 0.052 0.000 0.000 

3.讨论 

心脑血管疾病在临床上比较多发且常见，此类疾病有着较高的发病

率、致残率和病死率等特点，使得人们的身体健康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而由于病人心脑血管中的血液会处在高凝和高黏的状态，因此就会造成

其血液流速发生变化，从而就会让病人出现血栓或者血管破裂等情况，

进而就会使其出现脑卒中、脑溢血等疾病。氯丙嗪有着抗组织胺、镇静、

影响内分泌、抗精神病、镇吐、以及降低体温等作用，口服有利于人体

吸收，但吸收速度会和抗胆碱钠药物以及胃内食物有影响，吸收 2-4h，

血液浓度最高；肌肉注射的吸收速度快速，15-30 分钟后血液浓度就会

到达最高。此药物能有效控制病人的躁动、幻觉、焦虑、紧张、妄想、

以及不安等症状，从而就能提升病人的治疗效果[2]。为了进一步分析对

老年心脑血管疾病病人给予抗精神病药物进行辅助治疗的效果，本文对

老年心脑血管疾病病人开展了相关研究，本研究结果显示，参照组病人

的治疗有效率明显低于实验组病人的治疗有效率，差异较大（P＜0.05），

由此可证明和单独使用常规心脑血管药物进行治疗相比，在此基础上，

对老年心脑血管疾病病人给予抗精神病药物进行辅助治疗，更能提升病

人的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在服用心脑血管药物的基础上，给予老年心脑血管疾病

病人抗精神病药物进行辅助治疗，可明显提升病人的治疗效果，具有较

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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