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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绞痛的临床治疗分析 
李彩 

武汉市普仁医院  湖北武汉  430080 

摘要：目的：对于我院心血管内科内的心绞痛的患者进行治疗干预的效果进行分析。方法：选取我院的心血管内科的
2020/5- 2020/10 进行治疗的 40 例心绞痛的患者作为本次试验的研究对象，并且对其相关的临床资料进行具体的回顾性的分
析，需要分成两组进行对比，其中对实验组进行者常规治疗配合相应的综合治疗措施以及中药后期恢复调理治疗，对对照组进
行常规心内科治疗，对比治疗效果数据。结果：针对就诊的心绞痛患者进行的不同的内科治疗干预措施分析后发现，综合治疗
干预的实验组的心绞痛患者在总体治疗效果、治疗满意度评价等方面均明显要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专业的综合治疗干预措施是提高治疗满意度，提高心绞痛患者治疗效果的有效方法，其临床效果值得肯定。 
关键词：心绞痛 内科治疗 效果分析 

 
心绞痛是目前临床上心血管内科常见的病症之一，近年

来，随着工作压力、生活环境等变化使得我国心血管内科疾
病的患者越来越年轻化，同时由于老龄化使得冠心病的基础
性疾病患者人数增加，心绞痛症状的人数呈现上升趋势，如
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治疗干预，将极大地造成对患者健康的威
胁。急性心绞痛相对危机，主要是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心肌
发生急剧暂时性的缺血缺氧，可能由于情绪、劳累、寒冷刺
激等多方面因素导致。本文主要针对心血管内科中心绞痛疾
病的治疗进行具体分析，从而总结出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法。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我院心内科2020/5-2020/10收治的40例心绞痛

患者，男 20 例，女 20 例，年龄 35～73 岁，患有心脏疾病的
病程3～35 年。将这40例患者随机分成2组，每组20人，一
组作为实验组，对其进行综合内科治疗干预，一组作为对照组，
对其进行常规的治疗和信息统计调查。两组患者在紧急入院前
均出现过不定时的心绞痛，胸前压榨性针刺性的疼痛，心律不
规律等症状，心电图等相关检查符合心绞痛诊断标准。 

1.2 治疗方法 
（1）对照组采取常规治疗措施，如硝酸酯类、阿司匹林、他

汀类、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等药物，以及临床的指标监测等。 
（2）研究组主要采取多方面的综合性治疗干预措施。 
首先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指导患者对相关药物的使用，从

而进一步来缓解病人的相关症状
【1】

。积极地引导患者家属，
保证其对心绞痛的正确认识，不要因为错误的观念、慌张的
情绪出现错误的行为，关注的患者的身体状态进行记录，进
行必要的应对措施的指导。 

医生进行相关病情的综合性的全面的评价和估计，同时
及时向家属了解相关病史以及禁忌情况，以便于配合后续的
治疗，同时治疗人员在患者的双锁骨下窝和心尖处分别贴上
电极，连接心电监护，在进行心电监护的同时，要告知患者
注意事项，防止电极脱落，同时要让患者理解佩戴心电监护
的重要性

【2】
。患者出现严重心律失常时，需要治疗人员采取

高浓度的吸氧治疗。在用高流量、高浓度氧疗的过程中，每
隔 15 min 要有治疗人员进行症状的观察，根据症状的变化，
如呼吸频率、节律，唇、甲等颜色变化，出汗情况等来判断
疾病控制是否有效，从而适当的调整氧流量,保证正确的吸氧
治疗。要注意进行对患者的心理治疗，医护人员应尽量多安
慰患者,使其产生信任感。对于焦躁情绪持续不能得到有效地
缓解的需要借助镇静剂来使其保证稳定的情绪，以防情绪对
于病情的影响

【3】
。最后，在后期恢复治疗的过程中配合使用

丹参提取液治疗，辅助进行活血化瘀的中药治疗。 
1.3 观察指标 
通过对家属以及患者对于治疗人员的态度满意度、考虑

患者需求等方面的评价来评估治疗干预措施以及对治疗人员
的满意度，通过对于治疗前后心绞痛发作次数分析来判断对
于综合治疗的干预效果的分析。 

2 结果 
通过试验数据说明如表 1，发现实验组在综合治疗的培

训下，能够针对治疗的态度、考虑患者需求、技能熟练等方
面做出改善，使得对于综合治疗的家属与患者的满意度均明

显提高，说明了在综合内科治疗干预下，综合治疗的满意度
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对照组，由于缺乏治疗人员的全面综合
治疗干预措施，各方面满意度均低于实验组。说明治疗人员
的综合性的治疗干预非常必要。 

表 1两组患者与家属治疗干预后满意度的统计 
组  别 例数 人员类别 态度满意度 考虑患者需求 急救措施满意度

20 陪同家属 18（90%） 17（85%） 19（95%） 
实验组

20 主要患者 19（95%） 17（85%） 19（95%） 

20 陪同家属 9（45%） 10（50%） 12（60%） 
对照组

20 主要患者 8（40%） 5（25%） 14（70%） 

注：综合治疗干预后实验组各项指标与对照组进行对比
得出：x

2
=17.42、15.81、21.03、8.23,P<0.05。 

通过表 2 分析可以看得出通过治疗干预实验组的心绞痛
发作频率明显减少，治疗前实验组比对照组发作次数要多，
治疗后，实验组发作次数比对照组要少，说明综合治疗措施
取得明显的效果。具体实验数据如表 2所示。 
表 2两组患者的治疗前后心绞痛发作次数的数据分析对比 

组别 （n） 治疗前（次/d） 治疗后（次/d） 

对照组 20 5.565.6 3.362.6 
实验组 20 6.467.6 2.564.6 

t  5.561 5.471 

P  0.015 0.017 

3 讨论 
急性心绞痛的患者对于时间的要求特别高，短时间内病

情就会发生各种变化，如心律失常、休克等，处理不当随时
会危及患者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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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综合治疗的要求也就越来越

高。内科治疗工作的有效开展能够确保急救知识指导和心理
情绪的指导等，从多方面诱导因素入手，安排有效的综合治
疗，同时临床中对于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得到了充足的证
明，中西医临床治疗能够发挥各方面治疗的优势，从而取得
最佳的治疗效果。 

居民日常生活质量提高，却不注重饮食与环境甚至由于工
作压力大等都会诱发心脏病，以至于心绞痛的病发群体中逐渐
年轻化，发病率逐年呈上升的趋势，这对于人类身体健康和生
命都是一种严重的不可估量的威胁。因此，对患者的综合内科
治疗中需要不断加强治疗人员的时间意识和治疗技能的培训。
特别要注意对患者以及家属的健康教育、心理治疗等，对于患
者后期出院仍然能够养成自我防范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有效
地综合内科治疗，能够从整体上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同时使得
患者通过改变日常生活习惯，有效的控制自己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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