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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碘酮治疗急性左心衰竭并发快速心律失常的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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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胺碘酮治疗急性左心衰竭并发快速心律失常的疗效。方法45例急性左心衰竭并

发快速心律失常患者应用胺碘酮静脉注射治疗。结果 45例患者中，25例显效(55．6％)，15例有效

(33．3％)，总有效率88．9％；治疗前后心室率差异有统计学极显著意义(P<0．01)，平均血压差异有统计学

显著意义(P<0．05)；40例患者心功能得到改善；未出现低血压、窦性心动过缓等严重并发症。结论胺碘酮

治疗急性左心衰竭并发快速心律失常安全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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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alysis on amiodaron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left ventricular failure complicated with

tachyarrhythmia YANG Hai-ping．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Huhehaote，Department of Emergency，Inner Mon·

golia 01 002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amiodarone in treatment of the acute left ventfieu-

lar failure complicated with tachyarrhythmia．Methods Forty-five patients with acute left ventrieular failure compli—

eated witIl tachyarrhythmia were treated by intravenous administrition of amiodarone．Results In the 45 patients．25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 effective(55．6％)。15 patients were effective(33．3％)．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髂88．9％．

The change of ventrieular rate had high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P<0．01)，While the

blood pressure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尸<0．05)．The cardiac function of these 40
pa-

tients were improved significantly．They were no serious complications such a8 hypotension and sinus bradycardia．

Conclusion Intravenous administrition of toniodarone iS safe and effective for the treatment of acute left ventricular

failure complicated tachyarrhyth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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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左心衰竭并发快速心律失常如心房纤颤(AF)、阵

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PSVT)、室性心动过速(VT)等可以进

一步降低心脏射血，加重心力衰竭症状。2005-01—2008-01

我院急诊科应用静脉注射胺碘酮治疗急性左心衰竭并发快

速心律失常患者45例取得了满意疗效，现总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45例急性左心衰竭并发快速心律失常患

者，均为我院急诊科抢救患者，其中男性33例，女性12例。

年龄48—84岁，冠心病20例，高血压性心脏病12例，风湿性

心脏病8例，扩张型心肌病5例。并发快速心房纤颤26例，

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14例，室性心动过速5例。左心功

能均在Ⅳ级(NYHA分级)。

1．2治疗方法所有患者均在急诊室给予纠正心力衰竭治

疗，在心电监护、血压监测情况下，给胺碘酮注射液100—150

mg静脉推注，10 rain内注射完毕，之后以0．5一1．0 mg／min

持续静脉滴注，维持6—24 h，总量不超过1 800 ms／24 h，之

后改口服胺碘酮片治疗。治疗过程中监测心肌酶、甲状腺功

能、电解质变化。

1．3观察指标(1)显效：转复窦性心律，心功能改善Ⅱ级

以上；(2)有效：24 h内未转复为窦性心律，静息状态下心室

率控制在70—90次／min，心功能改善I级以上；(3)无效：心

室率控制未达到上述标准，心功能无改善。

1．4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ll．5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所

有数据以样本均数±标准差(露±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

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显著意义。

2结果

2．1治疗效果45例患者，临床显效25例(55．6％)，有效

15例(33．3％)，总有效率88．9％，柏例患者心功能均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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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无效5例(11．1％)。

2．2治疗前后心室率和血压变化情况治疗后心室率较治

疗前减慢，差异有统计学极显著意义(P<0．01)；血压较治

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显著意义(P<O．05)。见表1。

表1 胺碘酮治疗前后心室率及血压变化情况(露4-s)

2．3治疗副反应2例发生静脉炎，经治疗痊愈，未出现严

重低血压、心动过缓等并发症。

3讨论

3．1胺碘酮属Ⅲ类抗心律失常药，电生理研究和临床应用

中发现该药也具有I、Ⅱ类抗心律失常作用⋯。自从CAST

试验证明第1类抗心律失常药物可增加器质性心脏病人的

死亡率以来，胺碘酮的作用受到临床重视，尤其是对心力衰

竭并发室性心律失常的病人，应用尤为广泛。其急性作用

(静脉推注)主要为I类作用，但无I类的促心律失常作用，

不影响室内传导，虽有阻滞E型ca通道和受体作用，但基本

不显示负性肌力作用旧J。

3．2Ⅲ类抗心律失常药胺碘酮用于各种器质性心脏病和心

功能不全者的心房颤动、室性心动过速和心室颤动防治【3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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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碘酮静脉注射5～10 rain开始起效，作用迅速，对急性左心

衰竭病人，胺碘酮负性肌力作用很小，甚至可能有部分正性

肌力作用，作为Ⅲ类抗心律失常药物不加重心衰，对严重心

功能不全并发快速心律失常可作为一线治疗药物。本组45

例急性左心衰竭并发快速心律失常病人，经应用胺碘酮治疗

后总有效率88．9％，心功能有明显的改善，治疗后心室率较

治疗前减慢，平均动脉压较治疗前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Ol或P<0．05)。胺碘酮具有扩张冠状动脉及周围

血管作用HJ，可改善心功能，但能引起血压下降，对血压低于

90／60 mmHg病人应慎用。本组病人胺碘酮推注时未发生血

压低于90／60 mmHg、心衰加重、严重心动过缓、快速心律

失常恶化的表现。2例发生静脉炎、肢体肿胀。外用硫酸镁湿

敷患处后肿胀消退，后改用深静脉留置针后未再出现上述不

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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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经睫状体平坦部四切口玻璃体手术治疗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PDR)的疗效。

方法对18例(22眼)行经睫状体平坦部四切口玻璃体手术的PDR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随访6～18个月。

结果术后视力改善17 f11要(77．27％)；3眼视力不变(13．64％)；2眼视力下降(9．09％)。结论四切口玻璃

体手术使术者得以采用双手操作行眼内的膜分离、膜剥除，可明显缩短手术时间，提高手术效率，减少组织损

伤，是治疗PDR的较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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