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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冠心病介入治疗中采用低分子肝素治疗的疗效。方法 选取我院2013年4月～2015年 

2月收治的冠心病患者100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采用介入治疗，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各 

50例。对照组采用普通肝素治疗，实验组采用低分子肝素治疗，并观察两组患者的疗效。结果 治疗后 ，实 

验组惠者股动脉穿刺止血时间、局部血肿发生率及心肌梗死、心源性猝死不良反应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在冠心病介入治疗中，采用低分子肝素治疗，疗效显著，同时可有效 

降低术后心血管不 良反应，减少手术风险与穿刺出血时间，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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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属于心血管疾病中的一种，通常采用经皮 

冠状动脉成形术治疗，疗效较好，但是在介入手术治 

疗的过程中，需要对其术后血栓并发症进行有效的预 

防n]。 目前 ，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对低分子肝素在冠心 

病介入治疗中的疗效进行了深入分析，相较于普通肝 

素，低分子肝素具有较高的疗效口]。本研究通过对我院 

收治的冠心病患者100例进行研究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 院201 3年4月 ～201 5年2月收治的冠心 

病患者 10O例 作为研究对象 ，所有 患者均采用介入 

治疗 ，将其随机 分为对照组与 实验组 ，各50例 。 

对照组男32例，女18例，年龄41～83岁，平均年龄 

(58．4±4．9)岁。通过纽约心脏学会对心功能进行分 

级：II级21例，珊级29例。实验组男31例，女l9例， 

年龄42～82岁，平均年龄 (59．6±4．8)岁。通过纽 

约心脏学会对 心功能进行分级 ： II级22例 ，III级 

28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普通肝素治疗，术前静脉滴注普 

通肝素2000 U，介入手术治疗中，追~H120 u／I 。实验 

组患者采用低分子肝素治疗，术前给予1 mg／kg，应用 

48 h以上，并再次皮下注射后8 h开始介入手术治疗。 

l-3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术后心血管不良反应事件，并记录患 

者股动脉穿刺止血时间及局部血肿发生例数等情况。 

1．4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数据均采用SPSS 21．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以 “ ± ”表示，以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2 结 果 

治疗后，实验组患者股动脉穿刺止血时间、局 

部血肿发生率及心肌梗死、心源性猝死不良反应率均 

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O，05)。 

而两组患者脑 卒中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疗效对比 

组别 n 穿刺止血时 局部血肿 不良反应 (％)] 

间 (min) In(％)]心肌梗死 心源性猝死 脑卒中 

注 ：拌表示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 讨 论 

随着人口老龄化，冠心病患病率逐年上升，在针 

对冠心病治疗时，通常采用介入手术治疗，其手术效 

果较好。但是由于介入手术属于创伤性治疗方法，对 

患者的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目前，介入治疗广泛应 

用于冠心病中，其术后血栓出现的风险率较高，会严 

重影响患者的疗效与预后情况 。因此，需要寻找积极 

有效的治疗方案，提高疗效，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尤其是研究出抗栓治疗的方法。通过多数研究者的深 

入研究，表明在冠心病介入手术治疗中采用低分子肝 

素治疗，疗效显著，能有效减少术后血栓的形成【 。 

低分子肝素是普通肝素降解后产物，低分子量通 

常低于55000 a，但是其具有较好的抗凝血酶III识别作 

用，并且可以识别出五聚糖片段，对Xa因子具有明显 

的抑制作用。与普通肝素相比较，低分子肝素具有不 

可比拟的优势与作用，首先，其抗凝强度高于普通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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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3～4倍，凝血酶合成抑制的效果明显强于活性抑 

制的效果。其次，低分子量被细胞外受体结合与代谢 

的概率较低，血浆半衰期明显增加。另外，低分子肝 

素可以显著降低内皮细胞NO、内皮素分泌水平，并 

且对氧自由基进行有效的抑制作用，继而减少内皮细 

胞的损伤 J。 

本研究通过对我院收治的冠心病患者100例进行 

研究分析，结果显示，治疗后，实验组患者股动脉穿 

刺止血时间、局部血肿发生率及心肌梗死、心源性猝 

死不良反应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表明，在冠心病介 

入治疗中采用低分子肝素治疗，疗效显著，可减少不 

良反应的发生。并且与普通肝素相比，低分子肝素可 

以显著减少穿刺血肿情况 ，具有快速止血的效果。 

另外，两组患者脑卒中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与样本例数以及个体 

差异有关，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要通过大量的样本 

实践研究来证实。 

综上所述，在冠心病介入治疗中，采用低分子肝 

素治疗，疗效显著，同时可有效降低术后心血管不 良 

(上接第 58页) 

3 讨 论 

常年性变应性鼻炎是临床较为常见的疾病，并 

且发病率正在逐年增加，临床治疗此疾病的方法有 

微波热凝治疗、手术治疗、药物治疗等，但是疗效不 

佳”]。目前治疗常年变应性鼻炎主要还是采用药物治 

疗，其中主要分为中医与西医两种，西医对常年性变 

应性鼻炎短期见效快[3]，但是作用时间短，且容易复 

发，而采用中医治疗，虽然见效时间较长，但是作用 

持久，所以利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常年性变应性鼻炎可 

以提高治愈率，在临床研究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H 。 

本研究将我院收治的常年性变应鼻炎患者120例 

作为研究对象，对观察组患者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取得了良好的疗效瞳】。经研究表明，通过1年的随访， 

对照组总有效率为90．9％，复发率为22．54％；观察组 

总有效率为98．43％；复发率为9．87％。观察组的疗效 

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综 

反应的发生，减少手术风险与穿刺出血时间，具有较 

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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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述，对常年性变应性鼻炎的治疗主要采用中西医 

结合治疗 ，可以有效降低患者复发率，提高疗效， 

值得临床推广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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