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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内科冠脉介入性临床诊断与治疗效果分析 

李桂娥 

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人民医院  云南红河州 

【摘要】目的 分析心血管内科冠脉介入性临床诊断与治疗效果。方法 选择 2021.1-2021.12 时间段内我院患

者进行分组观察，分析药物治疗与冠脉介入性治疗的效果差异，文中观察组（50 例）介入性临床诊断治疗，对照

组（50 例）药物治疗。结果 对照组治疗有效率 92.00%（46/50），患者依从率 90.00%（45/50），并发症发生率

12.00%（6/50）。观察组分别为 98.00%（49/50）、96.00%（48/50）、2.00%（1/50），观察组效果更好（P<0.05）。

结论 冠脉介入性诊断可明确患者病灶部位，为临床治疗提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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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herapeutic effect of coronary intervention in cardiology department 

Gui'e Li 

People's Hospital of Kaiyuan City, Honghe Prefecture, Yunnan Province Honghe Prefecture, Yunnan,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ffect of coronary intervention in 
cardiovascular department. Methods: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during 2021.1-2021.12 to analyze the effect 
difference between drug therapy and coronary interventional therapy. The observation group (50 cases) was treated with 
interventional diagnosis, and the control group (50 cases) was treated with drug. Resul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effective rate was 92.00% (46/50), the patient compliance rate was 90.00% (45/50), and the complication rate was 
12.00% (6/50).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98.00% (49/50), 96.00% (48/50), 2.00% (1/50), respectively,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better effect (P<0.05). Conclusion: Coronary interventional diagnosis can identify the lesion location of 
patients and improv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Interventional therapy can reduce the bleeding at the puncture site and 
has a high therapeutic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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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患有心血管疾病患者逐渐增多，该病严

重影响身体健康与工作、生活[1]。心血管疾病症状多表

现为高血脂、高血压、心脑血管硬化等形式，患病后

伴有心悸、眩晕、呼吸困难等症状[2]。同时患有心血管

疾病患者对生活与工作都伴有局限性，具有突然发病

与反复发作的特点。临床采用药物控制减轻病症，实

践效果成效欠佳，因患者服药依从性较差，治疗负担

较重。目前研究心血管疾病治愈方法已成为医学界重

要课题，尽早预防及时诊断立即治疗可有效降低该病

死亡率，同时对改善病人生活质量意义重大。介入性

治疗方法已得到广泛的临床应用，其可使病人得到有

效治疗，提升患者预后效果，避免患者生命受到威胁。

冠状动脉介入是指在狭窄的血管内部建立微小通道，

通过影像设备进行引导，对病灶部位进行诊断与局部

治疗措施。此操作不会对患者形成较大的损伤，治疗

效果更好，同时治疗费用更低，能减少对患者家庭造

成的经济压力，患者术后恢复更为快。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中患者均选取在 2021.1-2021.12 时间段内，分

为两组均 50 例。对照组患者年龄于 46-79 岁，均龄

（62.21±3.02）岁。男女均 25 例，病程时间 2-9 年，

均程（5.44+1.01）年。观察组患者年龄 47-80 岁，均

岁（63.01+ 1.17），男女比例 23：:27，病程 1-10 年，

平均时间（ 5.35±1.33）年。患者资料差异（P> 0.05 ），
具备统计分析意义。 

纳入标准：患者入院前均接受心电图、CT 等检查，

确诊为心内科心血管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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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精神类疾病患者、功能性不全或缺失

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药物治疗，若患者心律失常可服用抗

心律药物[3]。血栓疾病患者采取抗血小板凝聚药物，高

血脂患者以降脂药物为主予以治疗，高血压患者降压

口服药物，血糖高患者药物控制降糖治疗。 
观察组采用冠脉介入治疗，患者于手术前 3d 服用

阿司匹林，术中位于桡动脉、股动脉行穿刺起点。将

心脏导管、球囊、导丝沿桡动脉或股动脉、腹动脉、

髂动脉，引导致冠脉开口处[4]。透视视角下寻找局部冠

脉狭窄出，借助引导管将冠脉导丝、球囊导管，予以

充气加压扩张冠脉狭窄区域。为患者植入冠脉支架过

程中，医护人员应严密监测患者凝血情况，规避不良

现象发生。术前为患者注射 1000U 肝素钠，能减少患

者术后出血现象，发挥预防相关并发症的效果。手术

结束后监护患者生命体征，做到时刻监测提前做好应

对措施[5]。 

1.3 观察指标 
记录患者治疗有效率、患者依从率、并发症发生

率进行组间比较。治疗有效率以患者临床症状消失为

有效，症状没有明显变化为无效。依从率参照患者是

否能够自主完成，或配合医护人员进行服药与检验等

项目。并发症依据患者用药或介入治疗后，发生心悸、

心率失常或低血压等现象。计算方式为：例数÷总例

数 x100=有效率。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处理均纳入 SPSS22.0 软件予以运算，其中计

量资料分别以（ x s± ）代表均数标准差，治疗有效率

与并发症发生率用%代替，行 t 检验。统计学差异予以

（P<0.05）展现。 
2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经图表对比可清晰看出，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比

对照组低（P<0.05），治疗有效率、患者依从率均低

于观察组，（P<0.05）组间数据差异明显。详见表 1。 

表 1  患者治疗有效率、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组别 例数 心律失常 低血压 形成血栓 穿刺部位血肿 并发症发生率 患者依从率 治疗有效率 

对照组 50 3 2 1 0 12.00%（6/50） 90.00%（45/50） 92.00%（46/50） 

观察组 50 0 0 0 1 2.00%（1/50） 96.00%（48/50） 98.00%（49/50） 

 
3 讨论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也在提高，

人们的饮食习惯也随之转变，造成高脂肪、高血糖、

高胆固醇人群居多，机体内血液黏稠度升高引发心血

管疾病几率明显增多，或有此类疾病将严重影响健康

与生活[6]。患有心血管类疾病患者长期服用药物会产生

高昂的治疗费用，加重家庭经济压力的同时造成患者

心理负担。现有临床数据显示心血管疾病患者多为老

年人群，且伴合并症者居多，由于老年人机体功能下

降导致治疗难度提高，因此及时的对症治疗尤为重要，

可减少患者生命受到威胁增加生存几率[7]。 
3.1 临床诊断 
心血管疾病具有种类繁多、病情变化快速的特性，

患病初期发病时间短暂，不易及时发现难以得到患者

的重视，随着时间延长造成病情加重恶化确诊时已处

于中晚期。确诊后治愈难度较大会加重患者精神压力

与心理压力，多种因素刺激导致不利于疾病的救治与

复旧。因此，及早进行诊断至关重要，越早接受治疗

可减少疾病对身体的损害[8]。临床诊断可通过心电图、

血压测量、冠状动脉造影等，由医生依据检查结果结

合患者症状进行诊断，从而进行准确判断提升治疗效

果。 
3.2 常规药物治疗 
临床采取药物治疗心血管类疾病多选用阿司匹

林、氢氯吡格雷等药物，该类型药品可起到抑制血小

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与阻碍冠脉闭塞的效用。但由

于药物治疗不能达到快速见效的缺点，不适用于急性

发病其患者与病情较重的患者。虽然心血管疾病药物

治疗效果较为缓慢，但并不可摒弃。临床资料证明，

心血管疾病治疗药物不断增加，治疗效果也在持续提

升[9]。临床使用药物进行延续性治疗是必不可少的，以

及对于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也有着显著的影响。临床药

品的使用有效改善患者的预后效果，对后续病情改善

效用颇佳。 
3.3 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医学技术发展介入治疗方式进步尤为明显，现阶

段多数患者愿意选择介入治疗方式。介入治疗后患者

病情有显著好转，在饮食、生活等方面改善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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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为心血管冠状动脉介入诊断与治疗，乃是一

种微创的医疗方法。其能贴合人体组织结构特点进行

穿刺，于桡动脉或股动脉建立小通道将器械送至血管

内部，对病灶部位实施疏通、支架等诊疗措施。手术

进行期间安全性更高，对患者的损伤更小，可达到诊

断与治疗的目的[10]。同时具备术后恢复较快、医疗费

用更低的特点，更容易被患者与家属接受。但应注意

的是冠状动脉介入术后，患者仍然会有发生并发症的

风险，需要护理人员及时观察患者机体变化，对穿刺

部位是否发生红肿、出血等予以关注，做到早发现早

预防保障患者快速康复。应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引导，

培养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加强患者的自我保护意识，

进而增添患者依从性，促进预后效果的提升。 
文中观察组患者采用冠脉介人治疗后，49 人治疗

效果达到最佳状态，有效率为 98.00%。对照组常规药

物治疗，患者中有 46 人临床效果颇好，治疗有效率为

92.00%。经比较观察组有效率更高（P< 0.05）。同时

观察组患者依从率为 96.00%，高于对照组 90.00%，（P< 
0.05）。此外，患者治疗后发生并发症现象比较得出，

对照组为 12.00%，因有 3 人出现心律失常，2 人发生

低血压，1 人形成血栓。观察组有 1 人介入穿刺部位发

生红肿，并发症率为 2.00%。组间差异充分体现统计

价值（P< 0.05）。由此可见心血管内科运用冠脉介入

性治疗，其临床实施效果提升明显，此治疗方式充分

考虑人体血管结构，于血管内部实施介人治疗，其安

全性较高，能极大程度发挥治疗作用。 
综上所述：冠脉介入性诊断可明确患者病灶部位，

为临床治疗提升效果，进而改善其预后生活质量，临

床推广价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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