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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护心康片治疗微血管性心绞痛伴焦虑、抑郁的临床疗效。 方法:将 63
 

例微血管性

心绞痛伴焦虑、抑郁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32
 

例)和对照组(31
 

例)。 对照组采用西医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对

照组的基础上加服护心康片治疗。 治疗 4 周后,比较 2 组治疗前后心绞痛发作频率和持续时间,运动平板试

验心电图改变情况,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LDL-C)水平,焦虑自评量表(SAS)、抑
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变化。 结果:治疗后 2 组心绞痛发作频率和持续时间、运动中 ST 段下移总和值、
LDL-C 水平、SAS 及 SDS 评分等各项指标均有改善(P<0. 05),且治疗组改善幅度大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 05);而 2 组 TC、TG 值虽有所下降,但治疗前后组内和治疗后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 05)。 结论:护心康片能改善心绞痛临床症状、调节血脂,尤其是降低 LDL-C 水平,疗效明显,同时

可以改善患者焦虑、抑郁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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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Huxinkang
 

tablets
 

in
 

the
 

treatment
 

of
 

microvascu-
lar

 

angina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thods:A
 

total
 

of
 

63
 

patients
 

with
 

microvascular
 

angina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with
 

32
 

patients
 

and
 

control
 

group
 

with
 

31
 

patients. The
 

pa-
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and
 

thos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given
 

Huxinkang
 

tablets
 

in
 

addition
 

to
 

the
 

treatment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in
 

terms
 

of
 

thefrequency
 

and
 

duration
 

of
 

anginal
 

attacks,ECG
 

changes
 

in
 

treadmill
 

exercise
 

testing,total
 

cholesterol
 

(TC),triglyceride
 

(TG),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level,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score,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 SDS)
 

score. Results:After
 

treatment,both
 

groups
 

ha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the
 

frequency
 

and
 

duration
 

of
 

anginal
 

attacks,the
 

sum
 

of
 

ST-segment
 

depression
 

during
 

exercise,LDL-C
 

level,and
 

SAS / SDS
 

scores
 

(P<0. 05),and
 

the
 

treatment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greater
 

improvement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0. 05). After
 

treatment,both
 

groups
 

had
 

reductions
 

in
 

TC
 

and
 

TG,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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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P>0. 05). Conclusion:Huxinkang
 

tab-
lets

 

have
 

a
 

marked
 

clinical
 

effect
 

and
 

can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angina,regulate
 

blood
 

lipids,and
 

reduce
 

the
 

level
 

of
 

LDL-C,and
 

meanwhile,Huxinkang
 

tablets
 

can
 

also
 

improve
 

the
 

symptom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Keywords]　 microvascular

 

angina;Huxinkang
 

tablets;anxiety;depression
　 　 微血管性心绞痛(microvascular

 

angina
 

pectoris,
MVA)就是 X 综合征(CSX),临床上,女性的发病率

远高于男性。 X 综合征在 1967 年由利科夫首先报

道,肯普在 1973 年将其命名为 X 综合征。 1989 年

Cannon
 

RO 等[1]将其更名为微血管性心绞痛。 其发

病机制尚未明确。 有研究表明,微血管性心绞痛患

者伴有焦虑和
 

(或) 抑郁者高达 68. 9%[2] 。 焦虑、
抑郁患者 MVA 发作的机制可能有以下几种:①焦

虑、抑郁情绪能够引起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导致下

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紊乱,心肌收缩力增强,
心率加快,血管扩张,损害血管内皮功能[3-4] 。 ②内

皮微颗粒( EMP)的含量能够直接反应内皮功能损

伤的程度[5] ;内皮祖细胞( EPC)的数目能够直接反

应内皮的自我修复能力, 进而间接反应内皮功

能[6] 。 有研究表明,焦虑、抑郁患者 EMP 含量显著

升高,EPC 含量明显降低,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严

重[6] 。 目前,西医对本病治疗尚无特效疗法,而中

医药治疗则有其独特优势。 基于此,笔者观察了护

心康片治疗 MVA 伴焦虑、抑郁的临床疗效,现报告

如下。
1　 临床资料

1. 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

在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接受诊治的微血

管性心绞痛并伴有焦虑、抑郁患者 63
 

例,将其随机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治疗组 32
 

例中,男 13
 

例,女
19

 

例;年龄 42 ~ 70 岁,平均(58. 86±6. 27)岁;病程

2 ~ 13 年,平均(5. 46±1. 49)年。 基础病史:高血压

病 20
 

例,糖尿病 13
 

例。 对照组 31
 

例中,男 15
 

例,
女 16

 

例;年龄 41 ~ 70 岁,平均(56. 42±6. 32)岁;病
程 3 ~ 10 年,平均(4. 12±1. 28)年;

 

基础病史:高血

压病 17
 

例,糖尿病 11
 

例。 2 组在性别、年龄、病程、
基础病史等方面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5),具有可比性。
1. 2　 诊断标准　 1)微血管性心绞痛诊断标准参照

文献[7]拟定。 ①临床症状:临床表现为劳力性心

绞痛,或者有心绞痛不适样症状。 ②有明确的心肌

缺血改变:常规心电图可以出现 ST 段下移,或运动

平板试验阳性(运动过程中心电图提示 ST 段压

低>0. 1
 

mv,持续时间>2
 

min)。 ③冠状动脉造影结

果提示正常或未见狭窄( <50%冠状动脉直径缩小

和 / 或血流储备分数(FFR) >0. 80)。 ④排除其他类

型心脏病,如左室肥厚、瓣膜狭窄或关闭不全等。
2)焦虑、抑郁诊断分别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 [8]

和抑郁自评量表( SDS) [9] 进行心理测查,若评分>
50 分,即可确诊。 分度标准:50 ~ 60 分为轻度焦虑 /
抑郁,61 ~ 70 分为中度焦虑 / 抑郁,>70 分为重度焦

虑 / 抑郁。
1. 3　 纳入标准 　 1) 符合上述诊断标准;2) 年龄

40 ~ 80 岁;3)签署知情同意书。
1. 4　 排除标准 　 1)合并风湿性心脏病、先天性心

脏病;2)有严重的心、脑、肾等脏器疾病;3)不能配

合完成本研究。
2　 治疗方法

2. 1　 对照组　 采用西医常规治疗。 阿托伐他汀钙

片 (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批准文号: 国药 准 字

J20171062,规格:10
 

mg / 片)口服,1 片 / 次,1 次 / d。
尼 可 地 尔 ( Nipro

 

Pharma
 

Corporation
 

Kagamiishi
 

Plant, 进 口 药 品 注 册 证 号: J20180074, 规 格:
5

 

mg / 片)口服,1 片 / 次,3 次 / d。 高血压病和糖尿

病患者给予对症降压降糖治疗。
2. 2　 治疗组　 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服护心康

片治疗。 护心康片(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生产,主要成分为丹参、黄芪、瓜蒌皮、三七、旋覆

花、茜草、山楂、蒲黄、石菖蒲、远志、琥珀等,批准文

号:湘药制字 Z20080794, 规格: 0. 3
 

g / 片) 口服,
10 片 / 次,3 次 / d。
　 　 2 组均连续治疗 4 周。
3　 疗效观察

3. 1　 观察指标 　 于治疗前后观察以下指标:1)心

绞痛发作频率和持续时间。 2)运动平板试验心电

图改变,记录运动中 ST 段下移总和。 3)血脂水平

变化[(总胆固醇( TC)、三酰甘油( TG)、低密度脂

蛋白(LDL-C)]。 4)SAS 和 SDS 评分。
3. 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4. 0 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
采用 t 检验。 P<0. 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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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治疗结果

3. 3. 1　 2 组治疗前后心绞痛发作频率及持续时间

比较　 治疗后,2 组心绞痛发作频率明显降低、持续

时间明显缩短,且治疗组改善幅度更大,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 05)。 (见表 1)
表 1　 2 组治疗前后心绞痛发作频率及

持续时间比较(x±s)

组别 例数 时间节点 发作频率(次 / 周) 持续时间(分 / 次)
治疗组 32 治疗前 10. 63±3. 21 3. 01±0. 98

治疗后 5. 21±1. 01ab 1. 32±0. 32ab

对照组 31 治疗前 10. 23±4. 31 3. 18±1. 01
治疗后 8. 24±3. 61a 2. 96±0. 96a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 0. 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

较,bP<0. 05。

3. 3. 2　 2 组治疗前后运动中 ST 段下移总和值比较

　 2 组治疗后运动中 ST 段下移总和值均有所下降,
且治疗组下降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 05)。 (见表 2)
表 2　 2 组治疗前后运动中 ST 段下移

总和值比较(x±s,mv)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32 4. 80±1. 90 2. 10±0. 50ab

对照组 31 4. 60±1. 80 3. 20±1. 10a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 0. 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

较,bP<0. 05。

3. 3. 3　 2 组治疗前后血脂水平比较　 治疗后,2 组

TC、TG、LDL-C 水平均有所下降,但仅 LDL-C 水平

治疗前后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
且治疗组较对照组下降幅度更大,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 05)。 (见表 3)
表 3　 2 组治疗前后血脂水平比较(x±s,mmol / L)

组别 例数 时间节点 TC TG LDL-C
治疗组 32 治疗前 6. 78±0. 86 3. 23±0. 41 5. 56±0. 48

治疗后 4. 57±0. 72 2. 59±0. 62 3. 10±0. 53ab

对照组 31 治疗前 6. 36±0. 76 3. 24±0. 35 5. 68±0. 52
治疗后 4. 66±0. 43 2. 78±0. 47 4. 01±0. 64a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 0. 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

较,bP<0. 05。

3. 3. 4　 2 组治疗前后 SAS、SDS 评分比较 　 治疗

后,2 组 SAS 和 SDS 评分均降低,且治疗组降低幅

度大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4)

表 4　 2 组治疗前后 SAS、SDS 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时间节点 SAS 评分 SDS 评分

治疗组 32 治疗前 58. 2±3. 3 59. 3±2. 9
治疗后 45. 2±3. 1ab

 

46. 1±2. 3ab

对照组 31 治疗前 57. 5±3. 4 59. 3±3. 1
治疗后 52. 2±3. 6a 52. 9±3. 2a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 0. 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

较,bP<0. 05。

4　 讨　 　 论

　 　 中医学认为郁证的发生与心肾关系密切,心
火炽盛,不能下交于肾;肾水亏虚,不能上济于心;
故而心火偏亢,上扰心神,肾阴亏虚,脑髓失养,神
明受扰,神智异常。 护心康片具有宽胸理气、通络

止痛、安神定悸之功。 方中丹参归心、肝二经,清
心除烦、活血化瘀、止痛,黄芪补气升阳、行滞通

痹,二者共为君药,合用使气机畅达;瓜蒌皮、山楂

理气宽胸,使黄芪补而不滞;三七、茜草、蒲黄活血

化瘀;旋覆花疏肝通络;石菖蒲通神明,入心经,功
主开窍宁神,远志味苦,性温,功主宁心安神益智,
二药合用,清心火、滋肾阴,使得心肾交泰,神明得

养,郁证自除。 现代药理研究证明,石菖蒲是常用

的芳香开窍类药物之一,主要含有挥发油、黄酮类

化学成分。 刘永杰等[10] 通过分子对接技术发现,
石菖蒲中有 18 种化合物可与导致郁证发生的

4 个靶点相结合,从而发挥抗焦虑、抑郁作用。 远

志中含有大量的皂苷类化合物,此类化合物具有

抗抑郁作用,刘丽琴等[11] 通过研究人参皂苷对抑

郁行为大鼠的影响发现,人参皂苷能通过提高脑

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表达水平从而发挥抗抑郁作

用。 护心康片中石菖蒲、远志组成药对,配伍得

当,在治疗焦虑、抑郁时可增强疗效。 现代药理研

究证明,方中丹参和三七既可以扩张冠状动脉,改
善冠脉的微循环,还可以降低 TC、TG 水平[12-13] 。
护心康前期研究表明,其可通过降低血脂来减轻

血管壁的损伤,从而达到保护血管内皮细胞的

目的[14] 。
综上所述,护心康片治疗微血管性心绞痛伴焦

虑、抑郁患者具有良好疗效,能够有效缓解患者心

绞痛症状,降低运动中心电图 ST 段下移总和值,降
低血脂水平,对于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有较大的

缓解作用,从而提高疗效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下转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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