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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胺碘酮治疗急诊冠心病心律失常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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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胺碘酮治疗急诊冠心病心律失常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分析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确诊收治 100 例急

诊冠心病心律失常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不同的药物治疗方案分为对照组（50 例，利多卡因治疗）和实验组（50 例，胺碘酮治疗），比较两组

临床治疗情况。结果：实验组总有效率能够达到 94.0% 以上，数据结果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74.0%，两组比较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急

诊冠心病心律失常患者接受胺碘酮治疗，有助于患者早搏及临床症状的改善，推广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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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结果证实，快速心律失常是一种冠心病患者常见

并发症类型，且随着并发症的发生，患者病情会逐步恶化，进

而严重威胁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甚至有所心源性猝死

等恶性后果，所以，加强冠心病心律失常患者的急诊治疗，对

于改善心脏功能和临床症状，具有重要的意义。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分析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确诊收治 100 例

急诊冠心病心律失常患者的临床资料，男 56 例，女 44 例，年

龄 48~76 岁，平均（61.4±14.3）岁。其中，40 例阵发性室上性

心动过速（PSTV），2 例室性心动过速，28 例室性早搏，30 例

心房颤动。依据不同的药物治疗方案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其中，

对照组 50 例，男 28 例，女 22 例，平均年龄（60.3±13.5）岁，

20 例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PSTV），1 例室性心动过速，14

例室性早搏，15 例心房颤动，实验组 50 例，男 28 例，女 22 例，

平均年龄（63.1±14.4）岁，20 例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PSTV），

1 例室性心动过速，14 例室性早搏，15 例心房颤动，两组基础

资料和疾病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 50mg 利多卡因静脉滴注治疗，每天给药

1 次。实验组患者接受胺碘酮急诊治疗，具体措施：患者首次

治疗药物剂量为静脉推注 150mg，持续 10min 左右，随后改为静

脉滴注方式给药，速度约为每分钟 10mg，持续时间为 6h。此后

护理人员需结合患者具体情况适当控制和调整药物剂量，通常

为每隔 15min 减少剂量 0.5mg。

患者药物治疗期间如果发生心律失常问题或是各项临床症

状没有得到改善或是治疗效果不理想，则可于药物治疗 20min

后静脉推注胺碘酮 150mg，并静脉注射 2 次负荷量，治疗期间

需要对药物给药量进行严格控制，且 24h 内给药量需要控制在

2000mg 以内。

1.3 观察指标

治愈为药物治疗 24h 内，早搏症状完全消失；显效为药物

治疗 24h 后，早搏频率降低为每小时 10 个以内；有效为药物治

疗 24h 后，早搏症状有所改善，但症状仍然存在；无效为药物

治疗 24h 后，未达到上述标准。

1.4 统计学分析

通过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对本研究所得数据加以处理分

析，计数资料表示为率 (%) 表示，应用 χ2 进行检验；计量资料

表示为均数 ±，应用 ( sx ± ) 表示，采用 t 检验。若 <0.05 则代

表数据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实验组急诊冠心病心律失常患者药物治疗总有效率能够达

到 94.0% 以上，数据结果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74.0%，两组数据

差异比较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有效性比较 [n/%]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50 25（50.0）15（30.0）7（14.0） 3（6.0） 47（94.0）
对照组 50 15（30.0）10（20.0）12（24.0）13（26.0）37（74.0）

T 值 14.881
P 值 0.000

3 讨论

冠心病心律失常的主要诱发原因在于冠状动脉长期狭窄，

进而诱发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问题，导致心肌缺血后钠离子

通道活性遭到破坏或是完全消失，使得细胞内部钙离子变为超

载状态，裂隙通道因此关闭并出现折返激动情况，甚至逐步恶化。

若钙离子能够长时间保持超载状态，则钠离子与钙离子的交换

过程会被激活，早期患者会出现极电位情况，交换机制出现后

就会产生晚后除极电位。

胺碘酮是一种临床应用率较高的Ⅲ类抗心律失常药物，其

药物自身的药理作用和生理特征也使其成为冠心病合并快速心

律失常患者的首先紧急治疗药物。胺碘酮对于抗颤性方面的治

疗能够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患者接受药物治疗后，其整个室

性传导过程也不会受到直接的影响，且不会恶化患者心力衰竭

病理学的发展程度。胺碘酮自身在多通道阻滞方面存在直接的

作用，患者接受胺碘酮治疗后，患者的室上性心动过速或是室

性心动过速情况也能够得到改善，同时，药物的应用也有助于

自律性提升、触发活动以及折返激动等方面的改善。胺碘酮能

够对β肾上腺素受体和α肾上腺素受体产生直接的抑制作用，

部分心律失常疾病的治疗难度相对较高，在对此类患者进行治

疗过程中胺碘酮的疗效相对于其他类型药物，效果更加明显。

本次医学研究结果证实，实验组急诊冠心病心律失常患者

药物治疗总有效率能够达到 94.0% 以上，数据结果明显优于对

照组的 74.0%，两组数据差异比较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急诊冠心病心律失常患者接受胺碘酮治疗，有

助于患者早搏及临床症状的改善，在病情改善和安全性方面，

均能够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推广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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