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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律失常是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常 

见病因为自律性异常、折返激动、触发激 

动等。治疗心律失常的西药很多，但长时 

问应用均有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甚至 

引起新的心律失常。采用中药稳心颗粒 

治疗心律失常疗效较好 ，报告如下。 

1 病例与方法 

1．1 病例：2002--2004年我院住院及 

门诊心律失常患者276例均符合WHO 

诊断标准“ 。排除急性心肌梗死，中、重 

度心力衰竭(心衰)，严重肝、肾功能 不 

全，甲状腺功能异常，心率<6O次／min 

以及房室传导阻滞患者。按照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两组。稳心颗粒治疗组 169例 

中男 8o例，女 89例；年龄 36～66岁，平 

均 (50士16)岁；房性期前收 缩 (房早) 

71例，室性期 前收缩 (室早)61例。冠 

心病合并室早 38例，阵发 型室 上性 心 

动过速 (PSVT)24例 ，阵发性心房颤动 

(房颤)13例；普罗帕酮(心律平)组 1O7例 

中男 5O例，女 57例；年龄 38～66岁，平 

均(52士14)岁；房早 42例，室早 43例， 

冠心病合并室早 32例，心肌病合并室早 

4例，PsVT12例，阵发性房颤 10例 ，心 

衰合并房颤 3例，冠心病合并房颤4例， 

风湿性心脏病合并房颤 2例．高血压性 

心脏病合并房颤 1例。两组一般情况比 

较差异均无显著性 (P均 >0．05)，具有 

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两组患者均给予扩张冠 

状动脉、强心、利尿纠正心衰、降压等常 

规治疗。稳心颗粒治疗组加用稳心颗粒 

9 g，I：1服，每 日3次}心律平治疗组给予 

心律平 150 mg，口服，每 日3次，治疗观 

察 2个月。对 PSVT或初发房颤者可给 

予心律平 70 mg静脉推注后再予心律平 

口服维持 ，预防发作。 

1．3 观察指标：全部患者均于治疗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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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稳心颗粒及心律平治疗心律失常的疗效比较 例( ) 

治疗结束时做动态心电图，观察 24 h心 

律失常次数，同时检测肝、肾功能，血脂， 

血糖，电解质。 

1．4 疗效评定标准：显效：24 h心律失 

常次数减少或消失8O 以上；有效 ：24 h 

心律失常次数减少 5O ～8O ；无效： 

24 h心律失常次数减少不足 5O 。 

1．5 统计学方法：数据以均数士标准差 

( 士s)表示，SPSS10．0软件处理，配对 

设计和成组设计 ￡检验，P<0．05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治疗结果见表 1。稳心颗粒可 

有效治疗房早、室早，疗效与心律平相当 

(P均>O．05)。 

2．2 不良反应：稳心颗粒治疗组在用药 

期间未出现不 良反应，对肝、肾功能，血 

糖、电解质和尿常规均无影响。心律平治 

疗组有 4例出现轻微头痛、头晕，2例恶 

心．1例心衰加重。 

3 讨 论 

冠心病合并心律失常是临床较常见 

的一种类型。近年研究表明，心律失常发 

生的程度与冠心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两者可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 

心律失常严重危害人们的健康 ，而 

西医抗心律失常药物常具有严重的致心 

律失常作用和增加病死率的危险 因此 

探讨治疗心律失常的低毒高效药物具有 

重要的临床意义。祖国医学认为快速性 

心律失常属中医“心悸”、“ 旺忡”范畴。临 

床上以气阴两虚兼心脉瘀阻型多见，故 

主张治以益气养阴 中药稳心颗粒 由党 

参、黄精、三七、琥珀、甘松等组成 。具有 

定悸复脉、活血化瘀之功，对心衰“ 和心 

律失常均有较好的疗效 ，可改善微循环 

功能并增强心脏收缩力，明显减轻症状。 

方中党参、三七、黄精可改善心肌缺血， 

降低儿茶酚胺的兴奋性 ，从而减慢心率。 

降低氧耗；甘松具有膜抑制剂和延长动 

作电位作用，可阻断折返激动，从而达到 

治疗心律失常的作用“ 。稳心颗粒使用 

安全。疗效显著。可提高患者的生命质 

量，也避免了常规应用抗心律失常药物 

所出现的严重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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