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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养心氏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及运动中血压

和心率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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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中成药养心氏片在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优化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对心功能、心脏结构以及运动中血压和
心率的影响。方法：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方法，选取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５月间入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住院并知情同
意的慢性急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患者８０例作为研究对象，在病情稳定２～４周后，心力衰竭优化药物达到最大耐受量的
基础上随机分为４组：对照组（ｎ＝３０）、养心氏组（ｎ＝３０）、曲美他嗪组（ｎ＝１０）以及养心氏＋曲美他嗪组（ｎ＝１０），各组年
龄及性别无统计学意义，观察期为６个月，分别在第０、６个月进行心肺运动试验及心脏超声检查。结果：６个月后，对照组
心肺运动试验、心脏超声各项参数与基线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养心氏组、曲美他嗪组及养心氏 ＋曲美
他嗪组心肺运动试验（ＭＥＴ）、心脏超声（ＳＶ、ＬＶＦＳ和ＬＶＥＦ）较基线及与同期对照组比较显著提高，心脏超声（ＬＶＥＳＶ、ＬＶ
ＥＤＶ）较基线及与同期对照组比较显著降低（Ｐ均＜００５）；养心氏组和养心氏＋曲美他嗪组心肺运动试验（运动中最高血
压、最大心率、心率变化率）较基线及同期对照组比较显著降低（Ｐ均＜００５），而曲美他嗪组与基线及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养心氏组、养心氏＋曲美他嗪组在心肺运动试验及心脏超声各项指标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均＞００５），４组心肺运动试验（静息收缩压、舒张压、脉压差、静息心率）较基线均无显著变化（Ｐ均 ＞００５）。
结论：用药６个月，养心氏与曲美他嗪都可以在优化药物治疗基础上显著改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脏收缩功能，逆转心肌
重塑，提高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运动耐量，对静息血压、心率无显著影响，且养心氏能够降低运动中的最大收缩压、最大心率

及心率变化率，使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更容易耐受运动状态，但两者联合较任何单一用药无额外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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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力衰竭（心衰）是各种心脏病的终末状态。
其发病率高，严重威胁患者生命的一组临床综合征。

有临床症状患者的５年存活率与恶性肿瘤相仿。近
些年内心衰的发病率持续增长［１］。临床对慢性心衰

的治疗方法，目前以β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换
酶抑制剂、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利尿剂、硝酸酯类、洋

地黄类等药物为主［２］。中成药经过大量临床和实验

证实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

养心氏片成份有黄芪、党参、丹参、葛根、淫羊

藿、山楂、地黄、当归、黄连、延胡索（炙）、灵芝、人

参、甘草（炙）。养心氏片主治扶正固本，益气活血，

行脉止痛。用于气虚血瘀型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

死及合并高血脂、高血糖等症见有上述证候者［３７］。

本试验在慢性心衰患者急性发作稳定超过２周后，
探讨中成药养心氏能否在心衰优化药物治疗的基础

上改善心功能，影响血压及心率。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方法，选取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５月间入大连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住院并知情同意的慢性急性失代偿性心衰患者

８０例作为研究对象。对照组 ３０例，男 ２１例，女 ９
例，平均年龄（６２±１０７）岁，心功能１级１５例，ＩＩ级
１０例，ＩＩＩ级 ５例；曲美他嗪组 １０例，男 ６例，女 ４
例，平均年龄（６１８±８６）岁，心功能Ⅰ级５例，Ⅱ级
３例，Ⅲ级２例；养心氏组３０例，男２３例，女７例，平
均年龄（６２２３±１０８３）岁，心功能Ⅰ级１６例，Ⅱ级
８例，Ⅲ级６例；养心氏＋曲美他嗪组１０例，男６例，
女４例，平均年龄（６３３±８７４）岁，心功能Ⅰ级 ６
例，Ⅱ级３例，Ⅲ级１例。２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 １～４。
患者均知情同意，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

审批号２０１７１５２）。养心氏（中药）对慢性心衰患者
生命质量与运动耐量影响的研究（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ａｉｌ注册
号：ＮＣＴ０３３３３４９９）。

１２　纳入标准　１）符合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心衰诊断标
准；２）符合 ＥＳＣ关于心衰诊断及治疗指南标准
２０１５；３）心功能分级按美国心脏病协会 ＮＹＨＡ制定
的标准：Ｉ级ＩＩＩ级心衰为本次住院的主要原因，包
括初次诊断的心衰和慢性心衰急性加重 １年。年
龄：１８～８０岁，具体：症状Ｉ级ＩＩＩ级，体征左心衰加／
或右心衰［８］。

１３　排除标准　１）急性心肌梗死＜７２ｈ；２）急性肺
梗死；３）急性心肌炎；４）急性心包炎；５）急性王动脉
夹层；６）不稳定心绞痛；７）左冠状动脉主干病变；８）
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心律失常；９）控制不佳的高血
压；１０）中度主动脉狭窄；１１）严重血电解质紊乱；
１２）流出道梗阻，例如肥厚型心肌病；１３）精神异常或
体力不支者［９］。

１４　研究方法　在病情稳定２～４周后，在优化药
物达到最大耐受量的基础上加用养心氏，采用顺序

入组入选患者，设对照组、养心氏组、曲美他嗪组、养

心氏＋曲美他嗪组，对照组（ｎ＝３０），采用优化药物
达到最大耐受量；曲美他嗪组（ｎ＝１０），采用优化药
物达到最大耐受量 ＋曲美他嗪２０ｍｇ，３次／ｄ口服；
养心氏组（ｎ＝３０），采用优化药物达到最大耐受
量＋养心氏片３粒，３次／ｄ口服；养心氏＋曲美他嗪
组（ｎ＝１０），采用优化药物达到最大耐受量 ＋养心
氏片３粒，３次／ｄ口服 ＋曲美他嗪２０ｍｇ，３次／ｄ口
服。养心氏片（上海医药集团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国药准字 Ｚ３７０２１１０２）；曲美他嗪［施维雅
（天津）制药有限公司产品，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５５４６５］。
分组方法：符合入选标准的８０例按签署订知情同意
书的顺序分别编为０１～８０号，对照组：曲美他嗪组：
养心氏组：养心氏＋曲美他嗪组 ＝３∶１∶３∶１，故０１～
０３号入对照组，０４号入曲美他嗪组，０５～０７号入养
心氏组，０８号入养心氏 ＋曲美他嗪组，依此类推
０９～１１号编入对照组。
１５　观察指标　研究期为６个月，在０，６个月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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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心肺运动试验及心脏超声检查。

１６　疗效判定标准　心脏超声［１０］：利用 ＥＰＩＱ７Ｃ、
ＰＨＩＬＩＰＳｉＥ３３、ＥＰＩＱ７型超声仪行心脏超声检查，频
率设置为２～４ＭＨｚ，在标准胸骨旁长轴切面状态下
测量心脏，测定左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二尖瓣口舒
张早期血流峰值（Ｅ）二尖瓣环舒张早期运动速度
（Ｅ′），计算Ｅ／Ｅ′，左室收缩末内径（ＬＶＥＤｓ），左室舒
张末内径（ＬＶＥＤｄ），左室舒张末容积（ＬＶＥＤＶ），左
室收缩末容积（ＬＶＥＳＶ），左室短轴缩短率（ＬＶＦＥ），
心排出量（ＳＶ）。

心肺运动试验［１１］：按照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医学中心标准连续递增功率方案完成症状限制性

最大极限运动ＣＰＥＴ，先记录静息３ｍｉｎ；然后以５５～
６５ｒ／ｍｉｎ蹬车速率无负荷热身 ３ｍｉｎ；根据患者年
龄、性别和估计的功能状态预设自行车功率递增速

率为１０～３０Ｗ／ｍｉｎ（同一患者治疗前后选同一瓦
数），使患者在６～１２ｍｉｎ内达到症状限制性最大极
限运动ＣＰＥＴ，测得代谢当量；心电监护测得静息收
缩压、舒张压、脉压差，以及最大心率，最高血压，计

算心率变化率＝运动最大心率－静息心率。
１７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５０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其中计数资料以（％）表示，采用χ２检验，

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随访６个月参数比较　入选时４组间各指标
无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６个月随访后，对照
组心肺运动试验、心脏超声各参数与治疗前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养心氏组及养心
氏＋曲美他嗪组心肺运动试验（运动中最高血压、最
大心率、心率变化率）心脏超声（左室舒张末容积、

左室收缩末容积）与治疗前及与对照组比较显著降

低，心肺运动试验（代谢当量）及心脏超声（左室短

轴缩短率、心排出量、左室射血分数）显著提高

（Ｐ均＜００５），曲美他嗪组心脏超声（左室短轴缩短
率、心排出量、左室射血分数）与治疗前及与对照组

比较显著提高，左室舒张末容积及左室收缩末容积

显著降低，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但心肺运动
试验（运动中最高血压、最大心率、心率变化率）与

治疗前及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均 ＞
００５），养心氏＋曲美他嗪组较养心氏组各项参数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４组心肺运动试验（静
息收缩压、舒张压、脉压差、静息心率）较治疗前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见表１～４。

表１　基线与６个月心肺运动试验（珋ｘ±ｓ）

指标 对照组（ｎ＝３０） 曲美他嗪组（ｎ＝１０） 养心氏组（ｎ＝３０） 养心氏＋曲美他嗪组（ｎ＝１０）

静息心率次／分
　治疗前 ８３４７±１３８４ ８４９０±１８７２ ８１１７±９１６ ７３８０±７９０
　治疗后 ８３６３±１２１０ ８３００±１１８５ ７８７０±１０７５ ７４５０±１０４８
最大心率（次／分）
　治疗前 １３２９７±１９８８ １３３７０±１５０５ １３００３±１７０５ １２１５０±１５０６
　治疗后 １３７８０±１９７０ １３３００±１５２８ １２２１３±１６３４ １０４１０±７８５

心率变化率（％）
　治疗前 ６０７８±２２５６ ６２４９±３２１０ ６１４７±２４４１ ６２２４±２０９９
　治疗后 ６１２４±１９２１ ６１９５±２１６２ ５３８４±２００８ ４１３７±１４２９

收缩压（ｍｍＨｇ）
　治疗前 １３１２３±２２８５ １２７８０±１５６７ １３１７０±１５４８ １３２２０±１５９１
　治疗后 １２７９７±１７５７ １２８１０±１１８４ １２９６０±１１６５ １２９３０±１２７９
舒张压（ｍｍＨｇ）
　治疗前 ８１８７±１２７４ ８３７０±７９７ ８４２７±１７４３ ８４７０±１０２２
　治疗后 ８１５７±１０９６ ８３６０±９０８ ８１３０±６６３ ８１３０±７３６
脉压差（ｍｍＨｇ）
　治疗前 ４９３３±１５４１ ４３１０±９８９ ４７７７±１４０４ ４７５０±１０２１
　治疗后 ４５８７±１２５４ ４４４０±１１５５ ４８３０±１２１５ ４８００±８２９
最大收缩压（ｍｍＨｇ）
　治疗前 １７７５３±２５４８ １７２７０±１２８１ １７８１３±１９９６ １８０９０±３３５７
　治疗后 １７２６０±２１４３ １７０４０±１１８８ １５９９７±２０２８ １５６５０±２２０３

运动当量（ＭＥＴＳ）
　治疗前 ４２１±１１６ ３８９±１０９ ４０９±０９９ ４１９±０７６
　治疗后 ４２０±１０１ ５４３±０４５ ５１１±０７９ ５４６±０５５

　　注：同一组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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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６个月心肺运动试验（珋ｘ±ｓ）

指标 对照组（ｎ＝３０） 曲美他嗪组（ｎ＝１０） 养心氏组（ｎ＝３０） 养心氏＋曲美他嗪组（ｎ＝１０）

静息心率（次／分） ８３６３±１２１０ ８３００±１１８５ ７８７０±１０７５ ７４５０±１０４８
最大心率（次／分） １３７８０±１９７０ １３３００±１５２８ １２２１３±１６３４ １０４１０±７８５

心率变化率（％） ６１２４±１９２１ ６１９５±２１６２ ５３８４±２００８ ４１３７±１４２９

收缩压（ｍｍＨｇ） １２７９７±１７５７ １２８１０±１１８４ １２９６０±１１６５ １２９３０±１２７９
舒张压（ｍｍＨｇ） ８１５７±１０９６ ８３６０±９０８ ８１３０±６６３ ８１３０±７３６
脉压差（ｍｍＨｇ） ４５８７±１２５４ ４４４０±１１５５ ８３０±１２１５ ４８００±８２９

最大收缩压（ｍｍＨｇ） １７２６０±２１４３ １７０４０±１１８８ １５９９７±２０２８ １５６５０±２２０３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基线与６个月心脏超声结果（珋ｘ±ｓ）

指标 对照组（ｎ＝３０） 曲美他嗪组（ｎ＝１０） 养心氏组（ｎ＝３０） 养心氏＋曲美他嗪组（ｎ＝１０）

ＬＶＥＤｄ（ｍｍ）
　治疗前 ６３４０±７２９ ６３５０±７３１ ６３１７±７７０ ６３１０±５７４
　治疗后 ６４００±１２８３ ６１１０±５９９ ６２１３±８２６ ６１１０±７４９
ＬＶＥＤｓ（ｍｍ）
　治疗前 ４４４７±８４１ ４３９０±７２１ ４３４３±８８０ ４３２０±４２６
　治疗后 ４３８３±９８３ ３９８０±６５１ ４２４３±８８３ ４１２０±５４５
ＬＶＦＳ（％）
　治疗前 ３１５０±１１８０ ３１６０±８２２ ３１５０±９２２ ３２１０±７６９
　治疗后 ３２１６±９７１ ３６５０±１２３１ ３８０３±１４２６ ４０７０±１５８６

ＥＤＶ（ｍＬ）
　治疗前 １５４５３±５８８８ １３０２０±４６７４ １４０６７±５７５３ １２４７０±４１３０
　治疗后 １４７８３±５３８１ １２０１０±３８５２ １２０７０±４３２２ １１１３０±４３２１

ＥＳＶ（ｍＬ）
　治疗前 ８１２７±３９６６ ７７４０±２７３７ ８３３３±４７１２ ７８００±２７０８
　治疗后 ７６０７±３７８５ ６５１０±２６２９ ６０６０±３１８９ ６３１０±３２１５

ＳＶ（ｍＬ）
　治疗前 ７３８３±１５６５ ７０９０±１９５９ ７３０３±２５０２ ６８６０±１９８７
　治疗后 ７４０６±２２１７ ８０２０±１４５４ ８５９３±１８２５ ８１９０±２０４１

ＬＶＥＦ（％）
　治疗前 ４５８０±８２２ ４５９０±９０７ ４６２３±８１４ ４６００±５３５
　治疗后 ４５６３±６８６ ５８４０±１０２１ ５８６７±９８８ ５９００±１１８７

Ｅ／Ｅ′
　治疗前 １５６３±６８３ １５５０±６４３ １５９０±６３３ １５５０±５５４
　治疗后 １５４３±６４５ １５７０±５４６ １５９０±６８７ １４６０±４９０

　　注：同一组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６个月心脏超声

指标 对照组（ｎ＝３０） 曲美他嗪组（ｎ＝１０） 养心氏组（ｎ＝３０） 养心氏＋曲美他嗪组（ｎ＝１０）

ＬＶＥＤｄ（ｍｍ） ６４００±１２８３ ６１１０±５９９ ６２１３±８２６ ６１１０±７４９
ＬＶＥＤｓ（ｍｍ） ４３８３±９８３ ３９８０±６５１ ４２４３±８８３ ４１２０±５４５
ＬＶＦＳ（％） ３２１６±９７１ ３６５０±１２３１ ３８０３±１４２６ ４０７０±１５８６

ＥＤＶ（ｍＬ） １４７８３±５３８１ １２０１０±３８５２ １２０７０±４３２２ １１１３０±４３２１

ＥＳＶ（ｍＬ） ７６０７±３７８５ ６５１０±２６２９ ６０６０±３１８９ ６３１０±３２１５

ＳＶ（ｍＬ） ７４０６±２２１７ ８０２０±１４５４ ８５９３±１８２５ ８１９０±２０４１

ＬＶＥＦ（％） ４５６３±６８６ ５８４０±１０２１ ５８６７±９８８ ５９００±１１８７

Ｅ／Ｅ′ １５４３±６４５ １５７０±５４６ １５９０±６８７ １４６０±４９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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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预后　４组患者在观察期间均无死亡，均完成
随访。对照组因心衰加重需再次入院治疗者为 ６
例，曲美他嗪组为１例，养心氏组为４例，养心氏 ＋
曲美他嗪组０例。
２３　药物不良事件比较　本研究未出现严重不良
事件者。

３　讨论
本研究对基线与随访６个月心肺运动试验中静

息及运动２个阶段的血压、心率变化进行分析［１２］，

同时使用心脏超声评价心脏功能及结构的主要指

标［１３１５］。治疗６个月后发现，养心氏组、曲美他嗪
组、养心氏 ＋曲美他嗪组心脏超声：ＬＶＥＳＶ、ＬＶＥＤＶ
值较对照组显著降低，ＳＶ值、ＬＶＦＳ值和 ＬＶＥＦ值较
对照组显著升高，心肺运动：代谢当量较对照组显著

提高，提示养心氏及曲美他嗪能增加心脏收缩功能，

增加每搏输出量，逆转心脏重塑以及增加运动耐量

的作用。４组心肺运动试验（静息收缩压、舒张压、
脉压差、静息心率）较治疗前均无显著变化，养心氏

组、养心氏＋曲美他嗪服组运动中最大心率，心率变
化率，运动最大血压较对照组均显著下降，而曲美他

嗪较对照组无显著变化，提示养心氏及曲美他嗪对

静息血压、心率无影响，此外养心氏还具有降低运动

中的血压及心率变化率，从而对心血管系统影响小，

更容易耐受较大的运动量，而曲美他嗪无此作用。

养心氏提高改善心衰患者心脏收缩功能，逆转

心脏重塑，减低运动中的血压及心率变化率的可能

原因如下：黄芪、人参、具有强心作用，使心肌收缩力

增强，增加心脏每搏输出量，提高左室射血分数等正

性肌力作用，同时升高血压；地黄具有强心利尿的作

用；其中，葛根还具有类似 β受体阻滞剂的作用从
而减慢心率［１６１７］。而延胡索可直接扩张动静脉，改

善微循环、降低外周血管阻力来减轻心脏前负荷，增

加心脏做功能力，同时降低血压。当归具有抗血小

板凝集，改善外周微循环的功效［１８１９］。丹参具有血

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的作用，从而降低血压；人参

根中所含人参总皂苷可以影响垂体肾上腺系统从
而影响血压［２０］。

用药６个月，养心氏与曲美他嗪都可以在优化
药物治疗基础上显著改善慢性心衰患者心脏收缩功

能，逆转心肌重塑，提高慢性心衰患者运动耐量，对

静息血压、心率无显著影响，且养心氏能够降低运动

中的最大收缩压、最大心率及心率变化率，使慢性心

衰患者更容易耐受运动状态，两者联合较任何单一

用药无额外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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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０１－３０收稿　责任编辑：徐颖）

第六届中国西部睡眠医学大会暨青海省睡眠研究会

第五届学术年会第一轮通知

　　由中国睡眠研究会西部睡眠工作委员会主办，青海省科
协、青海省睡眠研究会协办，青海省医学会睡眠医学分会、青

海红十字医院承办的“第六届中国西部睡眠医学大会暨青海

省高原睡眠医学高峰论坛”将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６月２
日在青海省西宁市万达嘉华酒店召开。

“中国西部睡眠医学大会”是中国睡眠医学界的学术盛

会，本次会议将以科学合理、灵活多样的形式展现国内外睡

眠医学尤其高原睡眠医学领域研究最新进展和睡眠医学学

科建设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可谓是一次融国际、地区和

国内学术活动于一体的睡眠医学盛宴。届时，将邀请多位国

内外著名睡眠医学专家，聚焦睡眠医学基础、各种睡眠疾病

诊疗技术及研究，高原睡眠医学研究为全体参会者做精彩纷

呈的大会（专题）报告。欢迎从事睡眠医学研究的学者和睡

眠医学相关学科的医务人员踊跃投稿、参会。现将会议事项

通知如下：

一、精彩学术版块

１、大会主题报告及分论坛学术交流。２、“睡眠疾病诊断
技术”培训班。３、飞利浦伟康杯睡眠医学技能大赛。４、优秀
学术论文交流及评奖。

二、征文内容及要求

１、征文内容：睡眠基础研究；睡眠生物节律研究；睡眠与
呼吸、耳鼻喉、口腔、神经、精神、心理、儿科、内分泌、中医等

及其他内外科疾病关系的研究；高原睡眠研究；减重手术与

睡眠呼吸疾病关系的研究；典型病例报道；行为医学、流行病

学、生物医学工程有关的睡眠医学课题；睡眠疾病的中医中

药治疗；睡眠中心规范化建设与质量控制等。２、投稿要求：
投稿参加会议交流的论文应是未曾公开发表的论文，全文或

摘要均可，５００～８００字摘要采用文字描述，包括目的、方法、
结果和结论，中英文均可；疑难病例讨论投稿可以附图，并在

电子邮件标题注明“疑难病例讨论”。所有投稿者请在投稿

中注明全部作者姓名、全部作者单位、责任作者（附电子邮

箱）、地址及电话、第一作者联系方式、投稿交流形式（是否同

意进行口头发言）。３、截止日期：征文截稿日期为２０１９年５
月１日。请将电子版稿件（稿件标题格式为“第一作者姓名

－论文标题 －责任作者单位”）直接发至大会电子邮箱：
９２４１２６０００＠ｑｑ．ｃｏｍ。４、评审方式：所有论文将由中国睡眠
研究会西部工作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公正评审，从中评选出

优秀论文１２篇进行现场交流评奖。
三、会议注册费及汇款方式【注册费】

参会代表类型：正式代表（注册费别：５００元／人）；参会
代表类型：会员代表（注册费别：４００元／人），备注：需提供会
员编码，现场注册会员，也可享受此价格；参会代表类型：医

学院在校学生、规培生（注册费别：免费），备注：需提供有效

证件原件／复印件。
备注：１、注册费含：资料费及会议期间餐费。２、交通和

住宿费用自理，发票回单位报销。３、取消注册与退款规定：
您如因故不能参加会议，可以取消注册，并向秘书处申请退

还已缴纳的注册费。取消注册和申请退款必须以书面的形

式进行，其他方式将不被接受。

【付款方式】１、汇款至中国睡眠研究会对公账户：账户
名：中国睡眠研究会。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展览路支

行。帐号：１１００１０１６７０００５９６１２３６８。备注：ａ）汇款时请务必注
明：代表姓名、单位，并在备注中注明“第六届中国西部睡眠

年会注册费”等说明字样。ｂ）将汇款单扫描件或截图及发票
抬头、发票税号等信息发至中国睡眠研究会秘书处邮箱：

ｓｌｅｅｐｃｎ＠１６３．ｃｏｍ，以便核对。ｃ）会议报到时，请携带缴费单
据现场换取发票。ｄ）汇款手续费由汇款方承担。
２、汇款至青海省睡眠研究会对公账户：账户名：青海省

睡眠研究会。开户行：中国银行西宁市城中支行营业部。帐

号：１０５０３６５０１０６８。备注：ａ）汇款时请务必注明：代表姓名、
单位，并在备注中注明“第六届中国西部睡眠年会注册费”等

说明字样。ｂ）将汇款单扫描件或截图及发票抬头、发票税号
等信息发至中国睡眠研究会。秘书处邮箱：９２４１２６０００＠ｑｑ．
ｃｏｍ，以便核对。会议报到时，请携带缴费单据现场换取发
票。汇款手续费由汇款方承担。

中国睡眠研究会西部睡眠工作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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