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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麦注射液联合长效硝酸异山梨酯对冠心病

心绞痛患者血小板聚集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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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究参麦注射液联合长效硝酸异山梨酯对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血小板聚集率（ＰＡＲ）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６
年８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如皋市人民医院收治的冠心病心绞痛患者８７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
（ｎ＝４３）和观察组（ｎ＝４４）。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长效硝酸异山梨酯片治疗；观察组同时给予参麦注射液治疗，２组均
连续治疗２周。治疗后统计２组患者临床疗效；统计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及总积分；观察并统计２组每周心绞痛发作
次数及持续时间，检测２组治疗前后ＰＡＲ及血液流变学指标。结果：治疗后观察组临床治疗有效率为９５４５％，显著高于
对照组的６９７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２组胸痛、胸闷、心悸不宁、唇色紫暗、舌暗、脉细
涩积分及总积分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治
疗前比较，治疗后２组疼痛持续时间、次数及ＰＡＲ显著缩短／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显著短／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２组血浆黏度，红细胞沉降率及高、中、低切黏度显著降低，
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血细胞比容治疗前后及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参麦注射液联合长效硝酸异山梨酯可缓解冠心病心绞痛患者临床症状，降低其 ＰＡＲ及血液黏稠度，改善血液流变
学，效果显著优于单独长效硝酸异山梨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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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心病是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管腔阻塞的
一种慢性心脏病，可发生心肌缺血缺氧，患者极易

出现心绞痛，严重者会出现猝死或急性心肌梗死，

对其生命健康产生严重影响［１２］。目前西医治疗主

要有硝酸酯类药物，同时辅以保护血管壁、扩张血

管、抗血小板凝聚等治疗方法，能够缓解冠心病心

绞痛患者临床症状，但长期治疗会对肝、肾等脏器

产生不良影响，临床效果不甚理想［３］。中医学认为

冠心病心绞痛属 “本虚标实” “虚实夹杂”之证，

多与寒邪侵袭、情志失节、饮食失调、劳逸失度、

脏腑虚弱有关，因此治疗需标本同治、虚实兼顾，

以益气养阴、温阳散寒、活血化痰为治则［４５］。参

麦注射液主要成分为红参、麦冬，具有益气固脱、

滋阴生津、生脉等功效。本研究探究在长效硝酸异

山梨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基础上联合参麦注射

液，以观察其临床疗效及对血小板聚集率 （ＰＡＲ）
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６年８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
如皋市人民医院收治的冠心病心绞痛患者８７例，并
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ｎ＝４３）及观察组（ｎ＝
４４），对照组中男２４例，女１９例；年龄４５～７２岁，平
均年龄（５２７１±３１６）岁；病程３个月至１５年，平均
病程（７４６±１３５）年；心绞痛分型：稳定型２０例，不
稳定型 ２３例。观察组中男 ２３例，女 ２１例；年龄
４４～７０岁，平均年龄（５３１４±３２１）岁；病程５个月
至１４年，平均病程（７８２±１１５）年；心绞痛分型：稳
定型１９例，不稳定型２５例。２组患者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本
研究已得到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

１２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符合《缺血性心脏病
的命名及诊断标准》［６］；中医诊断标准符合《中药新

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７］，且辨证为气阴两虚型。

１３　纳入标准　符合上述中西医诊断标准；年龄在
３５～８０岁，且病程＞１个月者；心绞痛每周发作５次
以上者；患者自愿参与本研究且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１４　排除标准　资料不全或不按规定治疗者；由其
他疾病引起胸痛胸闷者；对本研究所用药物过敏者；

伴有精神疾病；依从性差者；合并严重高血压、心肺

功能不全、心律失常者等。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治疗期间发生严重并发症
或过敏反应者；治疗期间服用其他影响疗效判定药

物者；中途退出治疗者等。

１６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保证饮食低盐、低脂，
如有需要给予吸氧、心电监护；口服血管紧张素转换

酶抑制剂、阿司匹林、β受体阻滞剂等药物。对照组
舌下含服长效硝酸异山梨酯片（山东博山制药有限

公司，国药准字 Ｈ３７０２２７９５），５ｍｇ／片，５～１０ｍｇ／
次，３次／ｄ。观察组同时给予参麦注射液（雅安三九
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Ｚ５１０２０６６５）３０ｍＬ＋５％葡
萄糖注射液２５０ｍＬ静脉滴注，１次／ｄ，５ｍＬ／支。２
组均连续治疗２周。
１７　观察指标　１）治疗后统计２组患者临床疗效。
２）比较２组患者治疗前后各中医证候积分，包括胸
痛（１０分）、胸闷（１０分）、心悸不宁（５分）、唇色紫
暗（５分）、舌暗（５分）、脉细涩（５分）等，总积分为
各项积分之和。３）采集２组患者治疗前后空腹静脉
血４ｍＬ于抗凝管中，１部分经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１０ｍｉｎ后取血浆；另１部分取全血，检测２组 ＰＡＲ。
检测前停用抗血小板制剂，采用四通道血液凝聚测

试仪测定全血ＰＡＲ；此外，对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进行
心电图检查，观察并统计２组每周心绞痛发作次数
及持续时间。４）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并比较
全血高、中、低且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沉降率，血

细胞比容等血液流变学指标。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冠心病心绞痛及心电图
疗效评定标准》［８］评估患者临床疗效：心绞痛症状及

体征基本消失，Ｔ波改变基本恢复，心电图 ＳＴ段回
升１ｍｍ以上为显效；心绞痛症状及体征有所改善，
Ｔ波倒置变浅５０％以上，心电图 ＳＴ段回升０５ｍｍ
以上为有效；临床症状、体征未见改善，Ｔ波倒置及
心电图ＳＴ段有所好转，但未达到以上标准为无效；
心绞痛发作频率增加，硝酸甘油消耗增加，Ｔ波倒置
加深２５％以上，心电图ＳＴ段下降０５ｍｍ以上为加
重。治疗有效率 ＝（显效例数 ＋有效例数）／总例
数×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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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处理
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２组间
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χ２检
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临床
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χ２ ＝１００５７，Ｐ＝
０００２）。见表１。
２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比较　与治
疗前比较，治疗后２组胸痛、胸闷、心悸不宁、唇色紫
暗、舌暗、脉细涩积分及总积分显著降低，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心绞痛发作情况及血小板
聚集率比较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２组疼痛持续
时间、次数及血小板聚集率显著缩短／降低，且观察
组显著短／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２４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变化情况　与
治疗前比较，治疗后２组血浆黏度，红细胞沉降率及
全血高、中、低切黏度显著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血细胞
比容治疗前后及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４。

表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显效（例） 有效（例） 无效（例） 加重（例） 治疗有效率（％）

对照组（ｎ＝４３） １２ １８ １３ ０ ６９７７
观察组（ｎ＝４４） １９ ２３ ２ ０ ９５４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χ２＝１００５７，Ｐ＜００５

表２　２组患者中医证候积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胸痛 胸闷 心悸不宁 唇色紫暗 舌暗 脉细涩 总积分

对照组（ｎ＝４３）
　治疗前 ８１７±１６３ ８５２±１２６ ４０６±０８３ ４１５±０７６ ３８６±１０４ ３３８±１１６ ３２２７±７６７
　治疗后 ５０３±０９５ ５１４±０７２ ２１３±０５７ ２２６±０５３ ２３４±０８１ ２０１±０７８ １８８５±５２７

观察组（ｎ＝４４）
　治疗前 ８２６±１６７ ８４６±１７５ ４１０±０８５ ４２１±０７８ ３９２±１０６ ３４１±１２０ ３２４１±７７３
　治疗后 ２７４±０４２△ ２５１±０４３△ １６２±０２９△ １４６±０２５△ １２８±０３７△ １３３±０４５△ １３８６±４３４△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２组患者心绞痛发作情况及血小板聚集率比较（珋ｘ±ｓ）

组别 疼痛持续时间（ｍｉｎ／次） 疼痛发作（次／周） 血小板聚集率（％）

对照组（ｎ＝４３）
　治疗前 ９７５±２９４ ６８２±１９８ ７１６４±１３６７
　治疗后 ５２１±１７３ ３５９±０７２ ６５７９±９８８

观察组（ｎ＝４４）
　治疗前 ９５６±２８９ ６９３±１９５ ７１７６±１３７１
　治疗后 １８５±０５１△ １３４±０２４△ ５７６４±６１４△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２组患者血液流变学比较（珋ｘ±ｓ）

组别
血浆黏度

（ｍＰａ·ｓ）
红细胞沉降率

（ｍｍ／ｈ）
血细胞比容

（％）
全血高切黏度

（ｍＰａ·ｓ）
全血中切黏度

（ｍＰａ·ｓ）
全血低切黏度

（ｍＰａ·ｓ）
对照组（ｎ＝４３）
　治疗前 １８５±０２１ ２８７１±１１４８ ４４６２±３８３ ８５６±０７９ １２２８±０７４ １３０６±１５５
　治疗后 １７２±０２５ ２３９４±９２３ ４３７２±３２７ ６０７±０６１ ７８３±０５２ １０１３±０９６

观察组（ｎ＝４４）
　治疗前 １８３±０２２ ２８８６±１１５３ ４４３８±３７９ ８６３±０８２ １２３１±０７６ １２９９±１５２
　治疗后 １６０±０１５△ １９８２±８０７△ ４２８１±３３２ ３７３±０２１△ ４７６±０３０△ ８５４±０５７△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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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冠心病心绞痛是一种慢性心肌缺血综合征，主

要是由冠脉痉挛、血小板聚集、血液流变学异常等造

成血供突然减少而引起的，以阵发性前胸压榨性疼

痛为主要特点，临床表现为皮肤苍白、出汗、心律失

常等，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质量［９］。目前西医以硝

酸酯制剂、钙拮抗剂、β受体阻滞剂等药物治疗冠心
病心绞痛，能够减轻心绞痛的发作情况，改善其生命

质量，但长期服用会产生一定的不良反应［１０］。近年

来，中医药在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方面研究发展迅速，

联合西医治疗能够起到更好的作用，且具有安全性

高，不良反应少等优点。

冠心病心绞痛属中医学“胸痹”“心痛”等范畴，

该病病位在心，与脾、肺、肝、肾等也有关，因外感六

淫、饮食不节、劳逸失度、内伤七情所致，主要病机为

阳微阴弦，关前为阳，阳微不及，主胸阳不振；关后为

阴，阴弦为太过，主阴邪反盛，上焦阳虚，阴寒之邪上

扰，痹阻胸阳而疼痛［１１１２］。《仁斋直指方论》中记

载：“心之正经，果为风冷邪气所干，果为气、血、痰、

水所犯，则其痛掣背……”。认为气滞、寒凝、血瘀、

痰浊等导致心痛；《素问·调经论》曰：“寒气积于胸

中而不泻，不泻则温气去，寒独留则血凝泣，凝则脉

不通”，认为寒邪入侵、凝于脉络、气血不畅、经脉痹

阻而引发心痛［１３１４］。中医治疗该病以通为主，佐以

扶正，或以补为主，佐以祛邪，或通补兼施，即以益气

养阴、活血化瘀、温阳散寒为主要治疗原则。参麦注

射液中红参属五加科植物，有复脉固脱，大补元气，

益气摄血等功效；麦冬属百合科植物，有益胃生津，

凉血止血，养阴润肺等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红

参可增加心输出量及冠脉血流量，降低心率，使心肌

收缩力增加［１５１６］；同时还对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具有

抑制作用，防止血栓形成；麦冬能够改善心绞痛症

状，降低心脏负荷，降低心肌耗氧，改善心肌缺血，增

强心肌收缩力。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观察组临

床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与治疗前比较，治疗

后２组胸痛、胸闷、心悸不宁、唇色紫暗、舌暗、脉细
涩积分及总积分显著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

组，提示参麦注射液联合长效硝酸异山梨酯可缓解

冠心病心绞痛患者临床症状，效果显著优于单独长

效硝酸异山梨酯治疗。

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血管内膜存在一定损伤，血

液黏度增加，且局部血管壁切应力增高，均会导致血

小板聚集率升高，血小板黏附、聚集而极可能形成血

栓，增加血栓素含量，引起冠状动脉痉挛，导致心肌

微循环障碍［１７］。有研究称，参麦注射液能减缓心室

重构，促进血管新生，抑制血小板黏附、聚集；此外还

可通过改善患者血液高凝状态，抑制血小板活化，进

而达到降低血小板聚集率的目的［１８］。现代药理研

究，红参中的特有成分人参皂苷，具有抗凝作用，可

抗血小板聚集及纤维沉积；麦冬可增加心肌血流量，

降低血液黏稠度，通过提高血小板环磷腺苷水平、抑

制血栓素形成以达到抗血小板凝聚、促进纤溶、延长

凝血时间等作用［１９２０］，进而快速修复缺血心肌细

胞，保护心肌功能。本研究中，与治疗前比较，治疗

后２组疼痛持续时间、次数及血小板聚集率显著缩
短／降低，且观察组显著短／低于对照组；与治疗前比
较，治疗后２组血浆黏度，红细胞沉降率及全血高、
中、低切黏度显著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２
组血细胞比容与治疗前及组间无显著差异，提示参

麦注射液联合长效硝酸异山梨酯可显著降低冠心病

心绞痛患者 ＰＡＲ、心绞痛发作频率及血液黏稠度，
改善血液流变学。

综上所述，参麦注射液联合长效硝酸异山梨酯

可缓解冠心病心绞痛患者临床症状，降低其血小板

聚集率及血液黏稠度，改善血液流变学，效果显著优

于单独长效硝酸异山梨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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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２型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症患者的临床疗效，其
作用机制可能与改善患者体内糖代谢和骨代谢水平

有关，值得广大临床工作者借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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