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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汀类药物应用于冠心病治疗中的作用

唐永民

聊城市茌平区第二人民医院内科　山东　聊城　252100

【摘要】　目的：　分析冠心病患者运用他汀类药物的治疗效果。方法：　选择我院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7 月期间接收的冠心病患者 13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运用数字随机法，将其平均分为两组，各 65 例患者，

对照组给予瑞舒伐他汀药物治疗，而实验组则给予阿托伐他汀药物治疗，比较 2 组治疗效果、血脂指标、空

腹血糖以及炎症因子、心功能指标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

不良反应组间差异不明显（P>0.05）；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的 TC、LDL-C、hs-CRP 以及空腹血糖均较低

（P<0.05），并且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的心脏指数与左室射血分数较

高，心率较低（P<0.05）；同时，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于冠心病患者运用他汀类

药物进行治疗，能够对其血脂水平进行改善，使其血糖水平降低，心功能得到调整，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在临

床中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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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statins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A 

total of 13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1 to July 2022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of this study. The patients were even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65 patients in each group by digital random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suvastatin treatment,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atorvastatin treatment. The therapeutic 
effect, lipid indexes, fasting blood glucose, inflammatory factors, cardiac function indexes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0.05).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R among groups (P>0.05).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TC, LDL-C, hs-
CRP and fasting blood glucose were all lower after treatment (P<0.05),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the heart index and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were higher and the heart rate was 
lower after treatment (P<0.05). At the same tim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statin therapy can improve their blood lipid level, reduce their blood sugar level, adjust their 
heart function,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hich has a good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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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一种心血管疾病，大多是由于冠状动

脉毛细血管内出现粥样硬化病灶，并由此导致冠状

动脉毛细血管出现狭隘或堵塞的状况，最终发生心

肌缺血。冠心病在临床中的表现为心力衰竭、心绞

痛、心律失常等，冠心病在临床中具有病程长、并

发症多、给患者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等特点，具有

较高的致残率和病死率 [1]。目前对于冠心病的治疗，

主要是为了使血管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减少，

心肌血供恢复正常，减轻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

量，提升预后水平。高脂血症是形成冠心病的高危

因素，对血脂进行控制，能够有效防治冠心病 [2]。他

汀类药物有助于调脂，为了进一步探究他汀类药物

在冠心病中的治疗效果，本次研究特地选取了 130

例冠心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如下报道。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将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7 月期间我院接

收的 130 例冠心病患者分为 2 组，对照组和实验组

各有 65 例。其中对照组男女各有 31 例、34 例，病

程 1-12 年， 平 均（6.50±2.24） 年， 年 龄 42-85

岁， 平 均（63.50±4.19） 岁； 实 验 组 男 女 各 有 33

例、32 例，病 1-10 年，平均（5.50±2.05）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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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 40-81 岁，平均（60.51±4.01）岁。两组的病程、

年龄段等基本资料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

纳入标准：（1）所有患者进行心电图检查后，

均被诊断为冠心病；（2）对他汀类药物不过敏；（3）

均同意本次研究，并自愿签署研究同意书。（4）已

获得相关伦理委员会批准。

排除标准：（1）患有恶性肿瘤、甲状腺疾病、

血液疾病者；（2）精神异常者；（3）处于哺乳阶段

或妊娠阶段；（4）对研究中的药物过敏。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瑞舒伐他汀药物治疗，服用瑞舒伐

他汀钙片（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药

准字 H20080482），一次服用 10mg，每日 1 次，持

续治疗 1 个月。

实验组则给予阿托伐他汀药物治疗，服用阿托

伐他汀钙片（齐鲁制药 ( 海南 ) 有限公司生产，国药

准字 H20193144），一次服用 10mg，每日 1 次，持

续治疗 1 个月。

1.3　观察指标

（1）比较治疗效果：参照《冠心病诊治标准》[3]，

胸闷、胸痛等症状完全消失，经心电图检查，其 ST

段趋于正常，表示显效；胸闷、胸痛等症状得到有

效缓解，其心电图 ST 段得到有效改善，表示有效；

临床症状并未缓解，心电图也并未有任何改善，甚

至还有加重的可能性，表示无效。有效率 =（显效

率 + 有效率）*100%。

（2）比较血脂指标、空腹血糖以及炎症因子：

其中血脂指标包括血清总胆固醇（TC）和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LDL-C），炎症因子为超敏 C 反应蛋白

（hs-CRP）。

（3）比较心脏功能指标，包括心脏指数、心率

以及左室射血分数。

（4）比较不良反应，包括胃肠反应、电解质紊

乱以及肝功能异常等情况。不良反应发生率 =（各

种不良反应发生数）/ 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分析

由 SPSS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采用 t 和 X2 检

验计量与计数资料对比，以 P<0.05 表示结果有差异。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治疗效果

对照组和实验组的治疗效果相比，组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疗效对比 [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n=65） 30（46.15） 25（38.46） 10（15.38） 55（84.62）

实验组（n=65） 42（64.62） 21（32.31） 2（3.08） 63（96.92）

X2 - - - 6.387

P - - - 0.236

2.2　比较两组血脂指标、空腹血糖以及炎症因子

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的 TC、LDL-C、hs-CRP 以及空腹血糖均较低（P<0.05）；组间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血脂指标、空腹血糖以及炎症因子对比（x±s）

组别 TC（mmol/L） LDL-C（mg/L） 空腹血糖（mmol/L） hs-CRP（mg/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n=65）

5.19±0.18 4.11±0.80* 3.79±0.11 2.57±0.21* 2.41±0.37 1.21±0.16* 14.43±1.31 4.11±0.11*

实验组
（n=65）

5.12±0.22 3.02±0.88* 3.75±0.16 1.61±0.10* 2.35±0.44 1.51±.0.28* 14.25±1.27 1.93±0.17*

t 0.152 6.845 0.239 9.534 0.038 5.397 0.167 8.396

P 0.067 0.001 0.735 0.000 0.079 0.001 0.061 0.001

注：* 与治疗前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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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引起冠心病的主要原因为动脉粥样硬化，其高

危因素之一为高脂血症，只有降低血脂，才能减少

冠心病的发病风险，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随着医

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临床中有很多药物都能够控制

血脂，应用较多的为他汀类药物，该类药物的疗效

已得到广大医生和患者的认可。也有很多研究学者

已证实 [4]，对冠心病患者的血脂水平进行合理调节，

有助于减轻患者的症状，减少出现不良情况的几率。

在临床中应用最为广泛的降脂药物为他汀类药物，

此类药物不仅能够使机体内的胆固醇水平降低，也

有助于减轻心血管损害程度。他汀类药物能够对氧

自由基酶活性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而增加对抗

氧自由基酶的活性，有抗氧化的效果，能够有效降

低血液中的 LDL-C 的氧化，因此，对动脉粥样硬化

斑块的产生具有抑制作用 [5]。此类药物还可以抑制

心电图活动，减少发生室性和房室心律失常的风险，

还有抗炎的效果，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细胞结构

进行改变，使平滑肌细胞与血液巨噬细胞都无法再

自行增生，降低了斑块内部的脂核，使斑块表面的

张力减少，从而达到防止血栓的作用。此外，他汀

类药物还能调整冠心病患者的心肌血供能力，阻止

病情进一步发展。

有数据显示 [6]，冠心病患者在使用他汀类药物

后，其不良反应发生率在 0.01-5.04% 之间，有少部

分患者在服用药物后，可能会出现肌炎或肌痛等不

良反应。为了使该类药物的安全性得到进一步提高，

医护人员必须严密监测患者用药后的情况，对其各

项酶学指标进行监测，若发现异常情况，需做好相

应处理，使患者的服药耐受性和依从性得到有效提

高。对于冠心病患者，运用他汀类药物，可以增强

疾病的治疗作用，显著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促进

患者身体恢复。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医护人员需结

合患者的病情，对其进行针对性的用药，以保证药

物使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95.38%，实验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96.92%，两组治

疗效果与不良反应发生率相比，组间差异不明显

（P>0.05）。表明他汀类药物运用于冠心病患者中，

2.3　比较两组心脏功能指标

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的心脏指数与左室射血分数较高，心率较低（P<0.05）；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心脏功能指标对比（x±s）

组别 心脏指数（L/min） 心率（次 /min） 左室射血分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n=65） 2.64±0.33 3.23±0.32 80.02±4.75 78.22±4.80 31.20±2.70 40.50±2.78

实验组（n=65） 2.75±0.34 3.98±0.46 78.21±4.70 69.22±4.71 31.01±2.45 45.67±2.26

t 1.221 6.397 2.781 5.973 1.005 6.397

P 0.091 0.001 0.072 0.001 0.080 0.001

注：* 与治疗前相比，P<0.05。

2.4　比较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对照组和实验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相比，组间差异不明显（P>0.05），见表 4。

表 4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n（%）]

组别 胃肠反应 电解质紊乱 肝功能异常 发生率

对照组（n=65） 1（1.54） 2（3.08） 1（1.54） 4（6.15）

实验组（n=65） 1（1.54） 1（1.54） 1（1.54） 3（4.62）

X2 - - - 0.921

P - - - 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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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改善疾病的疗效，并减少不良反应发生率。与

治疗前相比，治疗后的 TC、LDL-C、hs-CRP 以及

空腹血糖均较低（P<0.05）；组间比较，差异不明

显（P>0.05）。表明他汀类药物能够使冠心病患者

的血糖水平、血脂水平和炎症因子水平降低。与治

疗前相比，治疗后的心脏指数与左室射血分数较

高，心率较低（P<0.05）；组间比较，差异不明显

（P>0.05）。表明他汀类药物可以使冠心病患者的心

脏功能得到有效改善，促进疾病恢复。

他汀类药物对于冠心病的主要作用如下：（1）

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进行抑制。由于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会引发冠心病，而他汀类药物能够控制单核细

胞、淋巴细胞的生长，对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产生一种稳定性的作用，保护血管内皮功能，对平

滑肌的迁移进行抑制，进而有效缓解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的进程。凌大军等人曾 [7] 对 2 型糖尿病合并冠

心病患者给予瑞舒伐他汀药物治疗，结果发现该药

物使患者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降低了患者的炎

症因子水平。（2）他汀类药物可以对冠心病慢性心

力衰竭进行治疗。随着冠心病的逐渐发展，患者心

脏的舒张能力以及收缩能力都会出现障碍，从静脉

回到心脏的血液，无法有效排出心脏，导致静脉系

统出现血液淤积，从而发生心衰。对此类患者运用

他汀类药物，可以缓解其临床症状。陆忠杰等人 [8]

对 54 例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给予阿托伐他汀药

物和益心舒片治疗，结果发现治疗有效率为 93%，

而且患者的心功能指标也得到了改善。（3）提升冠

心病患者的预后水平。临床中有较多研究报道 [9]，

他汀类药物能够有效预防 1 级和 2 级冠心病，而且

能够降低该疾病的死亡率和致残率，减少发生不良

事件的风险。有研究显示 [10]，他汀类药物能够使患

者的 LDL-C 水平降低，下降幅度在 0.15-0.17 mmol/L 之

间。还有研究人员分析了他汀类药物对冠心病 PCI

手术治疗患者的影响，结果发现该类药物可以降低

患者的 LDL-C 水平，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率。

综上所述，对于冠心病患者运用他汀类药物进

行治疗，能够对其血脂水平进行改善，使其血糖水

平降低，心功能得到调整，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在

临床中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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