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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绞 痛 是 由 于 心 肌

供血不足导致心肌缺氧

导致的，冠心病使得冠

脉硬化狭窄，极大降低

了血管的弹性及扩张程

度，使得冠脉不能根据

心肌耗氧量的增加而提

供足够的血流量，造成

心肌缺血缺氧，最终引

发心绞痛。不稳定型心

绞痛是一种比较严重并

且具有潜在危险性的急

症 状 态， 若 不 能 够 及

时的采取适当的治疗方

法，极易发展成为急性

心肌梗死或猝死，严重

威胁着人类的健康。

复 方 丹 参 滴 丸 由 中

药丹参、三七、冰片组

成。三七逐瘀通络；冰

片芳香开窍，丹参具有

抗血小板粘附、凝聚和

释放，降低血液黏度，

加快红细胞流速，调节

内外凝血系统，以及促

进纤维溶解系统功能，

有利于心肌组织获取氧

供，并且可扩张冠状动

脉，降低冠状动脉阻力，

使血流重新分布，从而

改善冠状动脉血供。曲

美他嗪对心脏起到有效

保护作用，能够有效地

改善冠心病症状和心力

衰竭症状，其作用机制

是通过改善不稳定型心

绞痛患者的静息收缩功

能、心肌收缩功能以及

脉搏量，使外周得到有

效灌注，降低神经激素

的释放，从而起到治疗

作用。

本 次 的 临 床 研 究 结

果显示，在对不稳定型

心绞痛患者采取复方丹

参滴丸联合曲美他嗪的

方法进行临床治疗 1 个

疗程后，其临床疗效和

心电图改善方面的总有

效率及显效率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 0.05）。

综 上 所 述， 复 方 丹

参滴丸联合曲美他嗪治

疗不稳定型冠心病，具

有临床效果显著，安全

性高，不良反应少，价

格较低等优势，在临床

上具有较大的推广应用

价值。

复方丹参滴丸联合曲美他嗪
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临床疗效观察 
▲ 黑龙江省大庆市第四医院心内二科 刘红伟

冠心病心绞痛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综合征，其中不

稳定型心绞痛是介于稳定型心绞痛和急性心肌梗死之

间的一种临床心绞痛症状，发病率高，极易发展成为

急性心肌梗死或缺血型猝死，严重危害患者的生命。

我院对收治的 80 例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采取复方丹

参滴丸与曲美他嗪联合治疗，疗效较满意。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 取 2011 年 10 月

至 2013 年 10 月 在 本 院

住院的不稳定性心绞痛患

者 80 例，男 42 例，女 38

例， 年 龄 40~75 岁， 平 均

年 龄（51.31±6.25） 岁，

病程 3~48 个月，两组患者

的病例均符合由中华医学

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

华心血管杂志》编辑委员

会制定的《不稳定型心绞

痛诊断和治疗建议标准》。

在治疗前后均进行心电图

检查并详细记录临床症状。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40 例，两组资料差异比较，

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具有可比性。

对照组均依据病情给

予卧床休息、吸氧、硝酸

酯类、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抑制剂、阿司匹林，小剂

量 受 体 阻 滞 剂 等 常 规 治

疗。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

基础上给予复方丹参滴丸

10 粒 / 次，3 次 /d，曲美

他嗪 20 mg / 次，3 次 /d，

口 服 1 个 疗 程（30 d），

两组均于治疗前和治疗的

第一周每天检查心电图，

治疗结束时和治疗结束后

复查心电图，比较两组临

床疗效并常规监测、血尿

常规与肝、肾功能。 

显效：无心绞痛发

作， 生 活 能 够 自 理，

心 电 图 可 恢 复 正 常 或

大 致 正 常； 有 效： 心

绞 痛 发 作 的 频 率 及 持

续 时 间 减 少 50%， 缺

血性心电图得以改善；

无 效： 经 过 1 个 月 的

治 疗 患 者 的 心 绞 痛 发

作 的 持 续 时 间 和 次 数

比 治 疗 前 减 少 量 未 超

过 50% 或 持 续 时 间 变

长 / 次数增加，病情更

加严重。

治疗方法

疗效标准

统计学处理

分析采用 SPSS 14.0

统计软件，计量数据采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

较采用 χ2 检验。其中

P ＜ 0.05 时，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研究结果

治疗组患者心绞痛治

疗后的总有效率为 87.5%

（35 例），对照组 45.0%

（18 例）相比差异具统计

学 意 义（P ＜ 0.05）。 观

察心绞痛的疗效：两组患

者均服药 1 个疗程后，对

照组显效 10 例，有效 8 例，

无效 22 例；治疗组显效

20 例，有效 15 例，无效

5 例，两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

两 组 患 者 服 药 1 个

疗程后，对照组显效 10

例，有效 8 例，无效 22

例；治疗组显效 26 例，

有效 12 例，无效 2 例，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 义（P ＜ 0.05）。 两

组患者在急性心肌梗死

及猝死发生率方面：治

疗组低于对照组，组间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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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电图疗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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