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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动态心电图监测在心脏病患者睡眠期心律失常中的应用

赵巧文

"陕西省榆林市星元医院心电图室
!

1.7$$$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微型动态心电图监测对心脏病患者睡眠期心律失常的检出效果$方法
!

选择
!$.8

年

.!

月至
!$.1

年
.!

月该院收治的
1#

例心脏病患者$所有患者均于入院
#9@

内接受
!#@

动态心电图检查!观

察白天和夜间心律失常发生情况$结果
!

!#@

动态心电图对心律失常的检出率为
1!471̂

"

8#

(

1#

#!患者白天

平均心率为"

974!%_..4!1

#次(分!明显高于夜间的"

1$488_.$4#%

#次(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4$8

#$经

动态心电图检查发现!房性和室性早搏夜间睡眠期明显减少$结论
!

心脏病患者心律失常发生率较高!昼夜分

布有一定规律!微型动态心电图可监测心脏病患者睡眠期心律失常!及时准确地反映患者心电变化!及时提醒

医务人员!可降低患者猝死概率!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动态心电图监测'

!

心脏病'

!

心律失常

中图法分类号"

38#.

'

38#$4#

文献标志码"

5

文章编号"

."1!67#88

"

!$.9

#

!#6%19.6$%

!!

心脏病是心内科常见的循环系统疾病#心脏病常

常导致异常心音+心律失常#脉搏异常(心律失常的

种类和程度与心脏病的性质和病情轻重有密切关系#

当发生严重器质性心脏病时#心律失常发生率往往更

高(为防止心脏病患者睡眠期发生心律失常导致猝

死#监测心电图显得至关重要)

.

*

(微型动态心电图监

测携带方便+检出率高#受到广大医生和患者的认

可)

!

*

(本研究以本院
!$.8

年
.!

月至
!$.1

年
.!

月心

内科收治的
1#

例心脏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观察微

型动态心电图监测患者心律失常情况#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心内科
!$.8

年
.!

月至

!$.1

年
.!

月收治的心脏病患者
1#

例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风湿性心脏病
.!

例#冠心病
!#

例#心肌病
.$

例#高血压性心脏病
.9

例#肺源性心脏病
.$

例(

1#

例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18

岁#平均

$

#1489_.!4#%

%岁(纳入标准!$

.

%符合
YT\

对不

同类型心脏病的诊断标准&$

!

%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4/

!

方法
!

使用我国生产的
NSO6.!T

型
.!

导联动

态心电记录分析仪及系统#嘱患者随身携带微型记录

器#记录到的数据用
[&R

传入电脑#经系统分析计算

后打印出结果(佩戴时指导患者正确使用器械#保护

好导联线盒电极(

$4'

!

观察指标
!

记录患者白天
1@

及夜间
1@

睡眠

过程中监测出的心律失常情况#再与多导睡眠仪监测

数据比较(

'

.9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9

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
!

MEHN*2O=CD

!

P*B*)H*>!$.9

!

Q;=4.8

!

-;4!#



$4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4$

进行处理分析#计

量资料以
O_L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D

检验&计数资料

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2

$

$4$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本研究中患者发生室性期前收缩经微型动态心

电图检出
.$

例#心电图提前出现宽大畸形的
g3&6:

波群#

g3&

时间
(

$4.!(

#

:

波与
g3&

主波方向相

反#

g3&

前无相关
Z

波#代偿间歇完全(

..

例房性期

前收缩患者提前出现变形
Z

波#

Z3

间期
%

$4.!(

#提

前出现房性
Z

波下传产生的
g3&

波群多数与窦性心

律的
g3&

波群相同#代偿间歇不完全(

9

例室性心动

过速#有
%

例或以上的室性期前收缩连续出现#

g3&

波形态畸形宽大#

g3&

时间
(

$4.!(

(

&:6:

方向与

主波相反#有心室夺获或室性融合波(

"

例阵发性室

性心动过速表现为连续
%

次或
%

次以上发生室性期

前收缩#频率
(

.$$

次"分#持续时间
$

%$(

#可自行

终止(

!#@

动态心电图对心律失常的检出率为
1!471̂

$

8#

"

1#

%#患者白天平均心率为$

974!%_..4!1

%

次"分#明显高于夜间的$

1$488_.$4#%

%次"分#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Db14!%.#

#

2

$

$4$8

%(经动态心电

图检查发现#房性和室性早搏夜间睡眠期明显减少(

两种心电监测心律失常检出结果见表
.

(

表
.

!!

两种心电监测心律失常检出结果&

&b1#

$

&

'

心律失常类型 常规心电图
微型动态心电监测

日间 夜间

室性期前收缩
.$ 7 .

房性期前收缩
.. 7 !

室性心动过速
9 1 .

阵发性室性心动过速
" % %

阵发性房性心动过速
8 ! %

&

度房室传导阻滞
# ! !

(

度房室传导阻滞
8 % !

房性期前收缩合并窦房阻滞
8 $ 8

合计
8# %8 .7

'

!

讨
!!

论

!!

心律失常是常见的一种心脏疾病#指心脏搏动节

律+频率处于异常状态(心律失常可单独发病也是其

他心血管疾病的并发症#其发病与基因通道突变+器

质性病变+心脏手术+电解质等因素有密切关系(心

律失常会导致患者心房和心室收缩发生改变#进而出

现心悸+胸闷+无力等症状#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心

律失常是导致患者猝死的主要原因)

%

*

(有研究显示#

发生猝死的患者中最多的原因就是心律失常#其中以

室性心动过速+心室颤动+传导阻滞引起的猝死发生

率最高)

#61

*

(心脏病尤其是冠心病的早期诊断和治

疗#对于预防急性心肌梗死和心源性猝死至关重要(

然而#冠心病患者只有在发生心绞痛时#心电图才有

明显表现#发作期间心电图正常#再加上夜间睡眠期

患者及其监护人不能随时发现异常#极易导致患者夜

间猝死)

#

*

(

常规心电图和动态心电图都是临床上用于检测

心律失常技术#常规心电图仅能捕捉几秒心电信息#

因此对于监测患者心律失常意义不大(随着医疗技

术的发展#动态心电图是一种可长时间记录并分析人

体心脏活动在活动或安静状态下心电变化的技术)

8

*

(

动态心电图技术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心血管领域中非

创伤性检查的重要诊断方法之一#相对于普通心电

图#动态心电图可
!#@

内连续记录患者心电信号#这

对于提高非持续性心律失常检出率提高有很大价值(

微型动态心电图通过在受检者身上佩戴一个记录仪#

可在患者睡眠期间连续记录其体表心电变化#其
%

通

道+

.!

通道动态心电图在临床上显示了巨大优越性(

微型动态心电图具有无创伤+携带方便+检出率高的

优势#无论是对有症状的心律失常还是无症状的心律

失常都能及时准确检出)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

动态心电图对心律失常检

出率为
1!471̂

$

8#

"

1#

%#患者日间 平均 心率为

$

974!%_..4!1

%次"分#明显高于夜间的$

1$488_

.$4#%

%次"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4$8

%(经动态

心电图检查发现#房性和室性早搏夜间睡眠期明显减

少(这说明心脏病所致的心律失常主要以室性和房

性心律失常为主#可采用动态心电图来了解室性期前

收缩昼夜变化情况#且心脏病患者多存在不同程度的

缺氧缺血情况#心功能较差#心率较快(导致心律失

常的原因主要是心力衰竭+低氧血症+电解质紊乱#而

这种心律失常多为阵发性+可逆性#而未进行活动的

睡眠期相对来说抗心律失常情况更好(

本研究中患者发生室性期前收缩经微型动态心

电图检出
.$

例#心电图提前出现宽大畸形的
g3&6:

波群#

g3&

时间
(

$4.!(

#

:

波与
g3&

主波方向相

反#

g3&

前无相关
Z

波#代偿间歇完全(

..

例房性期

前收缩患者提前出现变形
Z

波#

Z3

间期
%

$4.!(

#提

前出现房性
Z

波下传产生的
g3&

波群多数与窦性心

律的
g3&

波群相同#代偿间歇不完全(

9

例室性心动

过速有
%

个或以上的室性早搏连续出现#

g3&

波形态

畸形宽大#

g3&

时间
(

$4.!(

(

&:6:

方向与主波相

反#有心室夺获或室性融合波(

"

例阵发性室性心动

过速表现为连续
%

次或
%

次以上发生室性期前收缩#

频率
(

.$$

次"分#持续时间
$

%$(

#可自行终止(阵

发性室性心动过速和阵发性房性心动过速患者表现

为一过性心律失常#仅采用动态心电图数据分析发

现#

#

例
&

度房室传导阻滞
Z3

间期超过
$4!$(

#每个

Z

波后均有
g3&

波群&

8

例
(

度房室传导阻滞
Z63

间

'

!9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9

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
!

MEHN*2O=CD

!

P*B*)H*>!$.9

!

Q;=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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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逐渐增长#

363

间期逐渐缩短#最后
Z

波后丢失一

个
g3&

波#后面恢复正常#然后
Z63

间期再逐渐增

长#

g3&

波再丢失#再恢复正常#如此反复(从研究结

果可以看出#动态心电图在检出患者睡眠期隐匿性+

短暂和特定情况下的心律失常敏感性较高#通过对心

律失常起源+持续时间+频率等数据分析#结合患者病

情+临床症状可帮助医生为患者制定更好的治疗和护

理计划)

9

*

(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有效预防睡眠期心

性猝死是挽救患者生命的关键#而心性猝死最常见的

原因是室速或室颤#发生前常常有心电活动不稳定的

室性心律失常)

7

*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通过动态心电

图能够更容易发现其发生规律#对可能发生猝死的二

尖瓣脱垂+肥厚性或扩张性心脏病+

g6:

延长综合征

患者能够更全面地发现猝死的危险因素#采取及时有

力的预防和治疗措施#挽救患者生命)

.$

*

(

综上所述#心律失常是心脏病患者常见的症状#

其昼夜存在一定的明显区别(临床上可借助微型动

态心电图监测患者睡眠期心电变化#及时提醒医务人

员#降低患者猝死概率#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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