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孙雨华#男#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冠心病介入治疗方面的研究'

!论
!!

著!

分期介入治疗颈动脉狭窄合并冠心病患者的疗效及随访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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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1

心内科'

#1

神经内科
!

/"//!7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分期介入治疗颈动脉狭窄合并冠心病患者的及随访效果$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

间在该院就诊的
4,

例颈动脉狭窄合并冠心病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7

例!两组患者均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

V.%

#和颈动脉支架术"

.5$

#!观察组患者行分期介入治疗!对照组患者行同期介入治疗$对比观察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并发症

以及随访效果$结果
!

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
741!2

!对照组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为
47102

!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1"0

#'观察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并发症发生率
/"1*2

!对照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10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1"0

#'手术后进行长期随访发现!观察组患者支架内狭窄%血管闭塞%心肌梗死以及脑梗死的发生率情况均显著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两组患者的肾功能术前术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1"0

#!且组间比较术前术后差异

也无统计学意义"

!

$

"1"0

#$结论
!

对于颈动脉狭窄合并冠心病患者!分期先行
V.%

术后再行
.5$

术治疗不仅疗效显著!并发

症发生率低!且同时长期随访效果好!安全可靠!是临床上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

关键词"分期介入治疗'

!

颈动脉狭窄'

!

冠心病'

!

疗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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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动脉粥样硬化已成为

临床上一种常见的全身性血管疾病(

/6#

)

'在临床上目前对颈动

脉狭窄合并冠心病患者治疗所采用的方式主要是经皮冠状动

脉介入治疗$

V.%

%和颈动脉支架植入术$

.5$

%

(

*6+

)

'本研究将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潞河医院心内科就诊的颈动脉狭窄合并冠心病患者进行治疗

并进行随访#观察其疗效#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将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心内科就诊的
4,

例颈动脉狭窄合并冠

心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

组
*7

例患者'本次研究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纳入

标准!患者经
.8

血管成像或者造影等技术证实患者存在颈动

脉狭窄合并有冠状动脉狭窄&颈动脉狭窄合并有冠状动脉狭窄

的患者在之前均有处理#且颈动脉的狭窄处理指征为无症状颈

内动脉狭窄大于或等于
4"2

$颅外段%或者有症状颈内动脉狭

窄大于或等于
0"2

#而冠状动脉的狭窄处理指征为血管狭窄

大于或等于
4"2

#且伴或者不伴有心绞痛症状&造影显示颈动

,

4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4

年
0

月第
/!

卷第
7

期
!

SAJ'=G.D:;

!

'A

I

#"/4

!

U9D1/!

!

W917



脉狭窄及冠状动脉病变均适合做介入治疗$

V.%

及
.5$

%&患者

其家属自愿同意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患者不

同意行介入治疗者&患者因急性期脑梗死$脑梗死
!

周内%入院

就诊者&经造影显示颈动脉狭窄及冠状动脉病变均不适合做介

入治疗者$患者左心室射血分数较低-患者合并有颅内动脉狭

窄并需要处理等%&伴有先天性心脏病-呼吸衰竭等疾病者&伴

有严重的肝肾功能障碍以及自身合并有免疫系统性疾病者&伴

有影响患者生存时间疾病者#如癌症晚期等'两组患者的年

龄-性别以及病程等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1"0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0

男"女$

0

"

0

% 年龄$岁#

I\C

% 病程$年#

I\C

%

观察组
*7 #!

"

/0 0!17\,1# "14,\/1#

对照组
*7 #*

"

/+ 001,\,1, "14+\/1/

=

"

!

#

/100+ /1*,# /1#+#

! "1,/# "17"* "17/!

$1/

!

方法
!

两组患者均行
V.%

和
.5$

治疗'观察组患者行

分期介入治疗#对照组行同期介入治疗#术前-术后对所有患者

行一般的临床常规护理&患者在术后应每月回医院进行
/

次门

诊复查#同时在治疗的恢复期内患者要积极的控制血糖-血压

等#以防糖尿病-高血压以及高血脂等一些危险疾病存在而重

新诱发疾病复发'在研究中#对所有患者密切观察#手术后对

患者通过门诊或者电话进行长期随访观察记录'具体治疗方

法!对所有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均仔细问诊#主要是通过问诊

来了解患者的病程-病史以及病情#若患者伴有其他一些严重

的心脑血管疾病或者有过其他疾病病史#则先对患者进行心脑

血管方面的仔细检查$主要包括心电图-血尿常规检查-颈部血

管彩超-

.8

等等%以确定能够行
V.%

和
.5$

术'患者入院确

诊后先口服氯吡格雷$

/

天
/

次#每次
40L

@

%和阿司匹林$

/

天

/

次#每次
/""L

@

%#服药至少
0G

以后#行冠状动脉造影以及

全脑血管造影#若造影结果显示有急需处理的其他病变者#则

先将病变处理后再行手术治疗'手术前-手术中以及手术后均

采取水化的方式来对患者的肾功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术

后对患者给予常规的
#G

左右的抗凝剂进行抗凝#同时合并口

服氯吡格雷$

/

天
/

次#每次
40L

@

%和阿司匹林$

/

天
/

次#每

次
/""L

@

%'同期介入治疗的患者行
V.%

和
.5$

同期介入治

疗'分期介入治疗的患者一般在行
V.%

术后
/

周左右再行

.5$

术治疗'对所有患者在围术期需要严格控制血糖-血压

等'行所有患者在整个手术的过程中均由同一组具有丰富经

验的医师来处理#

V.%

术以及行
.5$

严格按照规定操作(

4

)

'

$1'

!

观察指标
!

对比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血管造影-动

脉成形及植入体植入技术成功情况-血管通畅情况-狭窄解除

情况%&对比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手术后的
/

年内所有

发生的并发症的总发生率之和#主要有心肌梗死-脑梗死-心

梗-昏迷以及死亡等%&观察两组患者长期随访期的效果$

"10

#

0

年%#主要包括随访期影像学检查结果有无支架内狭窄或者

血管闭塞#随访期间有无新出现的心肌梗死或脑梗死情况#随

访期患者肾功能情况'

$11

!

疗效评价
!

根据诊断标准对患者术后的治疗效果进行评

价(

,

)

!血管造影-动脉成形及植入体植入技术成功#且血管通

畅-狭窄解除即为显效&血管造影-动脉成形及植入体植入技术

基本成功#且血管基本通畅或者有所改善-狭窄基本解除或者

有所改善即为有效&血管造影-动脉成形及植入体植入技术不

成功#血 管 通 畅 情 况 未 改 善-狭 窄 未 解 除 即 为 无 效'

总有效率
f

$显效例数
-

有效例数%"总例数
g/""2

'

$1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1"

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

料采用
I\C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1"0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1$

!

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

经
V.%

和
.5$

治疗后#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741!2

&对照组总有效率
47102

#观察组患

者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见

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0

#

2

$&

组别
0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7 #7

$

4!1!

%

7

$

#*1/

%

/

$

#1+

%

*,

$

741!

%

对照组
*7 /,

$

!+1#

%

/*

$

**1*

%

,

$

#"10

%

*/

$

4710

%

!

#

#17,4 #1*!* 0144+ #1""/

! "1"*+ "1"*7 "1""7 "1"!#

/1/

!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

术前术后所有患者经

相应护理后#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为
/"1*2

$

!

"

*7

%#对照

组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为
*,102

$

/0

"

*7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f01//#

#

!

#

"1"0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0

#

2

$&

组别
0

脑卒中 心梗 昏迷 死亡

观察组
*7 #

$

01/

%

/

$

#1+

%

/

$

#1+

%

"

$

"1"

%

对照组
*7 +

$

/01!

%

!

$

/"1*

%

*

$

414

%

#

$

01/

%

!

#

!1777 0100! !1,,+ +1#*#

! "1"/, "1"// "1"/7 "1""!

/1'

!

两组患者长期随访期的效果
!

研究中#对所有患者密切

观察#手术后对患者通过门诊或者电话进行长期随访观察记录

发现#观察组患者支架内狭窄-血管闭塞-心肌梗死以及脑梗死

的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长期随访期的效果比较%

0

#

2

$&

组别
0

支架内狭窄 血管闭塞 心肌梗死 脑梗死

观察组
*7 "

$

"1"

%

"

$

"1"

%

/

$

#1+

%

#

$

01/

%

对照组
*7 *

$

414

%

!

$

/"1*

%

0

$

/#1,

%

4

$

/417

%

!

#

+1!0+ +144, 01,,0 01#*#

! "1""* "1""# "1"", "1"/!

/11

!

两组患者术前以及长期随访期间肾功能状况
!

观察组患

者肌酐$

.F

%和尿素氮$

YiW

%术前与随访期相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1"0

%#对照组患者
.F

和
YiW

术前与随访期相比差

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

$

"1"0

%#且两组患者术前和随访期的
.F

和
YiW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0

%#见表
0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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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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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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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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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

两组患者术前以及长期随访期间肾功能

!!!

状况比较#

I\C

$

组别
0

.F

$

'

L9D

"

S

%

术前 随访

YiW

$

LL9D

"

S

%

术前 随访

观察组
*7 ///1/#\/#1** //!14#\/#1,# +1**\/1/! +1#,\/1*#

对照组
*7 //#1*!\/*1"/ //0107\/*1// +1!0\/1/0 +10*\/10/

= /1#0+ /1//0 /1/// /1""*

! "1"+! "1"4/ "1"4+ "1",+

'

!

讨
!!

论

在临床研究中发现#引起颈动脉狭窄与冠心病的病因基本

相同#颈动脉狭窄常常与冠心病在一个患者身上同时出现(

7

)

'

国外有研究报道称#

#"2

以上冠心病患者都合并有颈动脉狭

窄#同时在需要行颈动脉血管重建术的患者中#有
,"2

以上都

合并有冠心病#且冠状动脉病变程度与颈动脉狭窄程度密切相

关(

/"6//

)

'国内研究报道发现#同时对冠状动脉狭窄的患者进

行冠状动脉造影和脑血管造影后#

*+2

以上冠心病患者伴随有

颈动脉狭窄症#并且颈动脉狭窄的程度还与冠状动脉狭窄的程

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且很有可能是呈正相关的关系(

/#6/*

)

'

临床上目前对于冠心病以及颈动脉狭窄的治疗有着比较

常规和成熟的治疗手术方法#但是对于颈动脉狭窄合并冠心病

患者应该选择哪种手术方策略以及是分期还是同期治疗还存

在争议'本次研究中通过对比分期行
V.%

和
.5$

术和同期行

V.%

和
.5$

术两种治疗方法的研究发现#经
V.%

和
.5$

治疗

后#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
741!2

#显著高于对照

组患者的总有效率$

4710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

说明行分期的
V.%

和
.5$

术进行介入治疗颈动脉狭窄合并冠

心病患者的疗效较好'通过术前术后所有患者经相应护理观

察后发现#观察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1*2

#显著低于对

照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10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手术后对患者通过门诊或者电话进行长期随访观察记

录发现#观察组患者支架内狭窄-血管闭塞-心肌梗死以及脑梗

死的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

#

"1"0

%#并且对患者术前术

后随访进行常规检查对比发现#两组患者的肾功能术前术后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1"0

%#且组间比较术前术后差异

也无统计学意义$

!

$

"1"0

%'这表明#对于颈动脉狭窄合并冠

心病患者#行分期介入治疗后#不仅术后的临床效果显著#且同

时术后的并发症发生率低#术后随访效果良好#预后效果显著#

且同时对肾功能损伤较小#安全可靠'这可能是由于分期手术

治疗时#先采用
.5$

治疗狭窄颈动脉后对合并冠心病的颈动

脉狭窄患者有一定的益处#不仅能明显降低围术期卒中及死亡

的风险也同时提高了安全性及有效性(

/!

)

'即分期介入手术不

仅能让患者在行
V.%

术后有一段时间的恢复#避免术后还处

在危险期时又进行
.5$

术增加患者的危险(

/0

)

'经过
/

周左

右的恢复期或再行
.5$

术是一种临床上较为安全的方法'

综上所述#对于颈动脉狭窄合并冠心病患者#行分期的介

入治疗不仅疗效显著#并发症发生率低#且同时长期随访效果

好#安全可靠#不失为临床上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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