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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达康胶囊对冠心病心绞痛的疗效及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王兆寅 

(济宁医学院第二教学医院) 

提 要 目的 观察心迭康胶囊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疗效及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采用随机、阳性药对照方 

法。将 176例患者随机分为2组，治疗组 105例口服心达康胶囊，2粒，每El 3次，疗程4周；对照组71例口服地奥心血康胶囊， 

2粒，每日3次，疗程4周。结果 治疗组和对照组临床总有效率为84．8％和71．8％(P<0．05)；两组生活质量积分均有所降 

低，治疗~4,-t．-t-对照组(P<0．05)。结论 心迭康胶囊能有效改善心肌缺血症状，并能提高惠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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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达康胶囊(美大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由从沙棘 

果实中提取的有效成分醋柳黄酮(又称沙棘总黄酮)精制而 

成，主要药理作用能增加心肌血流量、降低心肌耗氧量、提高 

心肌缺氧的耐受能力，且对垂体后叶素所致的心肌缺血也有 

非常显著保护作用，适用于治疗缺血性心脏病、缺血性脑血 

管病、慢性心功能不全等。笔者通过对用心达康胶囊治疗冠 

心病心绞痛进行临床药学考察，研究心达康胶囊治疗冠心病 

心绞痛的疗效，并观察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一 般资料：本组共纳入每周发作 1次以上的冠心病心绞 

痛患者 176例，随机分为2组，治疗组 105例，男58例，女47 

例，年龄4O～69(52．24±11．76)岁；病程 0．23～20(4．14± 

4．02)月，病情分级轻 32例、中55例、重l8例；对照组 7l例， 

男36例、女 35例，年龄39—70(52．34±12．05)岁，病程0．24 

～ 19(4．19±4．06)月，病情分级轻23例、中36例、重l2例。 

纳入标准：符合冠心病心绞痛诊断⋯，属 I、Ⅱ、Ⅲ级稳 

定型劳累性心绞痛；符合中医辨证气虚血瘀、胸阳痹阻型，需 

具备主证及舌脉者。 

治疗方法：两组患者在治疗前 1周，均停服其他相关药 

物，心绞痛发作时可服用硝酸甘油片。治疗组口服心达康胶 

囊，2粒，每日3次，疗程4周；对照组口服地奥心血康胶囊，2 

粒，每日3次，疗程 4周。用药前后检查和记录临床症状、心 

绞痛发作情况、硝酸甘油用量变化、心电图及不良反应等。 

临床疗效判定标准 J：显效为心绞痛等主要症状消失， 

心电图恢复至正常心电图或达到大致正常(即正常范围心电 

图)；有效为主要症状减轻 ，心电图改善达到有效标准；无效 

为主要症状无改善，心电图基本与治疗前相同；加重为主要 

症状与心电图较观察前加重。 

中医证候疗效判定标准⋯：显效为临床症状、体征明显 

改善，即证候积分减少70％及以上；有效为临床症状、体征均 

有好转，即证候积分减少30％ 一70％；无效为临床症状、体征 

均无明显改善，甚或加重，即证候积分减少小于30％；加重为 

临床症状、体征均有加重，即证候积分无减少。 

中医证候疗效指数=(治疗前积分一治疗后积分)／治疗 

前积分 ×100％。 

生活质量评定标准：参照西雅图心绞痛调查量表(SAQ) 

设计 ]，采用个人独立答卷的形式，主要由患者对以下8个 

方面进行 自我判定[3]：(1)基本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BADL)： 

反映冠心病患者整体综合生活能力，14项56分；(2)躯体症 

状：包括胸痛、胸闷、心悸、失眠等l0种症状，4o分；(3)情感 

状态：人群中抑郁发生率及程度 ，20项 8O分；(4)工作状况： 

由工作表现、承受能力、疲劳程度，能否集中精力等 l0个问 

题组成，40分；(5)社会参与：由参加社会活动、亲友往来等 

1O项组成，4JD分；(6)认知功能：由记忆力、判断力等组成 5 

项20分；(7)身心愉快感：对身心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5项 

2O分；(8)生活满意度：由生活标准、精神状态、社会交往等 

组成l5项60分。以上项目均为4级评分，积分降低具有统 

计学意义表明状态改善 ，生活质量提高。 

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用 孟±s表示，前后比较用配对 t 

检验，组问生活质量各方面评分变化量比较采用 t检验。 

2 结 果 

临床疗效：治疗组显效率为47．6％(50／105)，总有效率 

为 84．8％(89／105)；对照组显效率为38．O％(27／71)，总有 

效率为71．8％(51／71)；治疗组硝酸甘油停(n=46)减(n= 

34)率为76．2％，对照组 66．2％(24+23／71)。两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心电图改善情况：治疗组显效率为 29．5％(31／105)，总 

有效率为 67．6％ (71／105)；对照组显效率为 23．9％ (17／ 

71)，总有效率为 57．7％(41／71)。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表明两组疗效相当。 

中医证候改善情况：治疗组显效率为55．2％(58／105)， 

有效率为 90．5％(95／105)，对照组显效率为 47．9％(34／ 

71)，有效率为78．9％(56／71)；治疗后治疗组证候积分平均 

值由(17．7±5．9)分降为(10．3-i-3．3)分，差值(7．4±2．8) 

分，对照组由(17．5±5．7)分降为(11．9±4．7)分，差值(5，7 

±2．5)分，两组差值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 

对胸痛、胸闷、气短、乏力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 

生活质量评分：治疗后两组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躯体症 

状、情感状态、工作状况、社会参与、认知功能、身心愉快感、 

生活满意度的积分均有非常明显减少(P<0．O1)；组问评分 

变化量比较，治疗组对生活质量各方面的改善均优于对照组 

(P<0．05)。 

· 321· 



第31卷第4期 

Vo1．31，No．4 

济 宁 医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YINING MEDICAL COLLEGE 

2OO8年l2月 

Dec，2008 

影响居民自感健康与心理健康一致性相关多因素分析 

张秋梅 刘传新 费孔军 吉 峰 

( 济宁医学院精神医学卫生学院 

杨洪峰 刘晓露 段熙明 徐凌中 

山东大学卫生事业管理研究所) 

提 要 目的 对威海市居民的 自感健康和心理健康进行调查，分析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方 

法 采用编制的健康状况调查表以及选用相关心理量表，调查了威海市20409名城乡居民，此外还收集了威海市的统计年鉴 

和卫生统计年鉴资料。资料用FoxPro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自感健康状况和心理健康状况 

的一致性较好，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两者的一致性还与年龄组、家庭类型、睡眠质量等因素有较强的相关关系(P<0．01)o 

结论 影响自感健康和心理健康的一致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关键词 自感健康；心理健康；一致性 

一 般来说，自感健康是个体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一种自我 

感觉，也就是对自身的健康状况做出的主观评价与评估⋯， 

是健康的一个重要指征。许多研究表明，在社区居民健康调 

查中，客观健康与自感健康有很强的相关性 。心理健康是 

指人们对环境及相互间具有最高效应及快乐的适应情况。 

本研究采用编制的健康状况调查表以及选用 K10心理量表 

对威海市城乡居民自感健康与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全面的调 

查和测量，分析两者之间一致性情况，找出其影响因素，并为 

今后社区健康促进及健康干预方案的设计提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调查对象：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是样本家庭的常住人 

口，包括居住并生活在一起半年以上的家庭成员与非家庭成 

员(如亲戚、保姆等)。如单身居住也作为一个住户进行调 

查。在通过随机抽样产生样本家庭后，调查员到样本家庭按 

照调查表的项目对该户所有成员逐一进行详细询问，填写居 

民健康状况调查问卷。 

调查方法：本次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 

法，通过样本估计总体。首先把威海市的三市(乳山市、文登 

市和荣成市)一区(市区)的所有乡镇(街道办事处)按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好、中、差3类；其次在每个市(区)的每类 

镇(街道办事处)中各随机抽取一个镇(街道办事处)，共 l2 

个镇(街道办事处)；然后再在每个样本镇(街道办事处)中 

随机抽取6个中等大小的行政村(居委会)，共72个行政村 

(居委会)；最后按照机械抽样方法在每个样本村(居委会) 

随机抽取 120户居民家庭。 

本次共收回调查问卷 8600份，有效闯卷 8062份，应答 

率平均为93．74％。本次共调查了20409人，其中 l5岁及以 

上居民18867人，户均 2．53人。 

调查内容 ：自感健康主要是通过询问“您感觉 自己的健 

康状况怎样?”来反映，心理健康采用Kessler和Mroczek编制 

的K10量表 ]，能够简明的反应调查人群的心理健康情况， 

并已证明对澳大利亚大规模的流行病学人口健康调查很有 

用[3_4]。本调查还包括调查人群的一般情况及家庭成员的基 

本信息等。 

3 讨 论 

对于冠心病心绞痛的患者，除了传统的心绞痛和心电图 

作为其评价疗效的指标外，生活质量也成为评价药物和非药 

物治疗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 J。生活质量是指患者的舒适 

程度、良好感受和对生活的满意度。生活质量的研究内涵至 

少应包括4个方面：(1)身体健康状况。包括各种生理功能 

活动有无限制、休息与睡眠是否正常等；(2)心理健康状况。 

包括智力、情绪、紧张刺激等；(3)社会健康状况。包括社会 

交往和社会活动、家庭关系等；(4)精神健康状况。包括对 

生命价值的认识、宗教信仰和精神文化等。生活质量评价对 

慢性疾病患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对于冠心病患者，当疾病 

的治疗不能达到痊愈时，能通过改善症状使患者达到相对独 

立的生活能力，保持一种健康舒适的感觉来减少因久病造成 

的不良心理作用。随着医学模式的改变，药物对患者生活质 

量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已成为评价心血管药物临床疗效的 

一 个重要方面。本次临床药学研究结果显示，心达康胶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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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确切的治疗心绞痛、改善心肌缺血和相关临床症状的作 

用，同时还可以从基本生活能力、躯体症状、情感状态等8个 

方面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从而提高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对生 

活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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