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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gender, age, number of coronary lesions, stenosis, number of stents and drug balloons (DCB) of patients 
undergoing coronary angiography or PCI intervention in the past two years. Methods: 226 patients who underwent intracardiac 
coronary angiography (CAG) and interventional therapy (PCI) at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and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admission time. 
Analyze the gender, age, number of coronary lesions, degree of stenosis, implantation of stents, and medication balloons of patients 
who have undergone coronary angiography or PCI intervention in the past two years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data. Results: The 
age	of	patients,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moderate	stenosis,	and	number	of	metal	stents	used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2022.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mild	and	severe	stenosis,	number	of	lesion	branches,	and	number	of	
drug balloon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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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近两年行冠脉造影或行PCI介入治疗的患者的性别、年龄、冠脉病变支数、狭窄程度、植入支架、药物球
囊（DCB）的数量有无明显变化。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就诊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心内行冠脉造影
（CAG）及介入治疗（PCI）的患者226例为对象，按照入院时间分为两组。通过数据统计分析近两年行冠脉造影或行PCI
介入治疗的患者的性别、年龄、冠脉病变支数、狭窄程度、植入支架、药物球囊有无明显变化。结果：2021年患者年龄、
中度狭窄的患者人数、使用金属支架数量显著高于2022年。而性别、狭窄程度轻度和重度、病变支数、药物球囊使用数量
在组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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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冠心病即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是指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致使血管管腔发

生狭窄或闭塞导致心肌细胞缺血、缺氧、坏死而产生的心脏

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心血管病的发病率持续增高，对

居民健康的影响越加显著。据估计，中国现阶段每年新发冠

心病事件（包括急性心肌梗死、冠心病猝死和慢性冠心病死

亡）约 130 万例次，成为中国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 [1]。

目前，冠状动脉造影术（Coronary arteriongraphy，CAG） 

是诊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金标准。而经皮冠状动

脉介入术（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则是治

疗冠心病改善心肌灌注的重要手段，且 PCI 已经成为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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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心肌梗死的一种快速、有效的方法，在临床已广泛

应用。其中金属支架和药物涂层球囊是介入手术中的常用选

择 [2]。传统的金属支架无法取出，只能作为异物永久滞留于

血管腔内，通过炎症介导等反应，引起支架内再狭窄、支架

内血栓形成等问题。而药物涂层球囊是通过在传统球囊表面

均匀喷涂药物，再通过球囊将药物送达冠脉病变部位的器

械。目前临床上技术较为成熟并且应用量比较大的是以紫杉

醇和碘普罗胺为混合基质的药物球囊。其中紫杉醇是药物活

性成分，它通过稳定微管蛋白抑制细胞有丝分裂来达到其抑

制增殖的作用。紫杉醇作为涂层相较于其他种类涂层的优势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即使在低剂量浓度下，紫

杉醇也具有抗新生内膜增殖的强效性能。其次，一旦被释放

出来，紫杉醇可以在血管壁上停留数月时间。最后，紫杉醇

具有高生物可溶性和稳定性，可以持续地作用于血管内皮细

胞，以最大程度发挥其抑制增殖的作用。

本研究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冠心病患者性别、

年龄、狭窄程度、病变支数，支架、药物球囊使用的数量进

行统计。为内蒙古地区冠心病患者的诊断治疗及冠脉介入术

中支架等耗材的选择提供数据支持。以期提高患者住院期间

治疗质量及远期生存率，降低心血管病不良事件。结果报告

如下。

2 资料与研究方法

2.1 临床资料与分组
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就诊于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医院心内行冠脉造影（CAG）及介入治疗（PCI）的患

者 234 例为对象。按照入院时间分为两组：2021 年组为 A

组，111 例，男 69 例，女 42 例，年龄 36~80 岁，平均年龄

（63.09±8.64）岁；其中经此次造影初次确诊冠心病患者

67 例，男 45 例，女 22 例，年龄 36~80 岁，平均年龄（64.2± 

9.12）岁。2022 年组，为 B 组 115 例，男 77 例，女 38 例，

年龄 33~88 岁，平均年龄（61.71±10.92）岁；其中经此次

造影初次确诊冠心病患者 60 例，男 47 例，女 13 例，年龄

38~80 岁，平均年龄（59.51±11.29）岁。

2.2 方法
回顾近两年行冠脉造影或行 PCI 介入治疗的患者，每

例患者列表进行统计性别、年龄、冠脉病变位置、狭窄程度、

病变支数，支架、药物球囊使用的数量。冠状动脉造影观察

指标：①根据冠状动脉病变受累部位分为左前降支（LAD），

左回旋支（LCX），右冠状动脉（RCA），大的分支血管

对角支，钝缘支，右室支分别计入左前降支，左回旋支，右

冠状动脉。②病变血管狭窄程度判断：小于 50 为轻度狭窄；

50%~74% 为中度狭窄；75%~99% 为重度狭窄；100% 为完

全闭塞（以狭窄最严重的一支血管计算）。③根据病变冠脉

支数分为单支、双支和三支病变，左主干者记为双支病变。

由两名高年资心内科医师依据术中 CAG 判断所需支架、球

囊、可降解支架参数。术后通过病历系统记录患者冠脉病变

特点、PCI 术放置支架、球囊等的数目。

2.3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卡方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4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冠脉病变支数、狭窄程度、

植入支架或药物球囊数量。

3 结果

由表 1 可知，2021 年和 2022 年患者在年龄上存在显著

差异（P ＜ 0.05），具体表现为 2022 年的患者年龄显著低

于 2021 年；2021 年和 2022 年患者在狭窄程度上存在显著

差异（P ＜ 0.05），具体表现为 2021 年中度狭窄的患者人

数显著高于 2022 年。而性别、狭窄程度轻度和重度、病变

支数在组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 ＞ 0.05）。

由表 2 可知，2021 年和 2022 年患者在使用金属支架上

存在显著差异（P ＜ 0.05），具体表现为 2021 年使用金属

支架的患者人数显著高于 2022 年。而 2021 年和 2022 年患

者在使用药物球囊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具体表

现为 2022 年使用药物球囊的患者人数显著高于 2021 年。

表 1 两组间性别、年龄及冠脉病变临床特征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 年龄 狭窄程度 病变支数

男 女 轻 中 重 单支 双支 三支

A 组 67 45（67.2） 22（32.8） 64.2±9.12 6（9.0） 48（71.6） 13（19.4） 25（37.3） 27（40.3） 15（22.4）
B 组 60 47（78.3） 13（21.7） 59.51±11.29 9（15.0） 32（53.3） 18（30.0） 24（40.0） 19（31.7） 17（28.3）
X2/t 1.978 2.586 1.110 4.551 1.926 0.096 1.021 0.594
P 值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表 2 两组间使用金属支架及药物球囊数量的比较

组别 造影人数 金属支架 药物球囊

A 组 111 93（83.8） 10（9.0）
B 组 115 73（63.5） 31（13.9）
X2 11.943 12.251

P 值 ＜ 0.05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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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冠心病是当今世界上影响人类健康的疾病之一 [3]，不

同时期的患者基本情况、冠脉病变特点及介入治疗的方式方

法也不尽相同。因此探讨不同时期冠脉病变特点及介入治疗

的差异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性别和年龄因素在冠心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

为重要的作用。年龄是冠心病的重要风险因素，部分原因是

较长的寿命允许更长的时间暴露在其他风险因素中 [4]。随着

年龄增长，冠心病的发生率也随之增加。这可能与冠状动脉

的壁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有关。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加，

冠状动脉壁内膜纤维会呈增生性增厚的趋势。此外，细胞外

基质也会增多，内皮细胞密度下降，并且多核内皮细胞会增

加。这些变化可能会导致冠状动脉管腔狭窄和血流受阻，增

加冠心病的发生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年龄的增加会加重危

险因素对动脉壁结构和代谢的影响。年龄是一个独立的冠心

病风险因素，可以与其他传统危险因素（如高血压、高血脂、

吸烟等）相互作用，进一步增加冠心病的发生风险。综上所

述，年龄与冠心病的发生具有关联。年龄的增加可能通过影

响冠状动脉的壁结构和功能，增加冠心病的风险。此外，年

龄还可以加重其他危险因素对动脉的影响，进一步增加冠心

病的发生风险。因此，在预防和治疗冠心病时，年龄因素应

该被充分考虑。

但有研究显示，近年来中国冠心病新发患者年轻化趋

势。在本次研究中 2021 年初次确诊冠心病患者平均年龄

（64.2±9.12）岁，2022 年初次确诊冠心病患者平均年龄

（59.51±11.29）岁，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可能

与不良生活习惯及其他基础疾病相关。雌激素在血管内皮细

胞和平滑肌细胞中扮演重要角色。它通过与雌激素受体的结

合，改善了动脉壁的反应能力，助力血管内皮化进程，并抑

制了血管损伤后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和基质沉积。此外，雌激

素还可以通过血管舒张作用阻止冠状动脉的痉挛。这个作用

主要是通过增加一氧化氮（NO）的水平和诱导 NO 基因来

介导的。雌激素还对心肌细胞发挥影响，有能力防止心肌细

胞凋亡和抑制心肌细胞肥大反应。综上所述，雌激素在血管

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和心肌细胞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它们对于促进血管和心脏的健康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女性雌

激素有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故雌激素可降低冠心病的风

险 [5]。在本次研究中，2021 年及 2022 年女性患者人数皆低

于男性患者人数，且两年性别比例对比无明显差异。

经皮冠脉介入术是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最主要治

疗方法，从第一例腔内成形术发展至今的药物洗脱支架，较

之前金属支架（DES）的并发症明显减少，但术后长期双联

抗血小板治疗（DAPT），术后支架内再狭窄等并发症仍不

容忽视。且药物洗脱支架在分叉病变、小血管病变、支架内

再狭窄（ISR）等病变中的使用受到极大限制。并且冠状动

脉支架植入术的治疗效果与支架材料密切相关，传统的裸金

属支架存在对血管损伤大，出现支架内再狭窄的概率高的诸

多限制，现在已经被药物洗脱支架所代替。药物涂层球囊作

为一种较新的冠脉介入治疗手段，对于支架内再狭窄、小血

管病变，药物涂层球囊已被专家共识及指南作为替代药物洗

脱支架的选择。并且研究发现 DCB 在治疗分叉病变、慢性

闭塞病变等体现出了较金属支架所没有的优势。DCB“介

入无植入”的治疗方式与 DES 不同，DCB 是一种不使用永

久植入物的治疗方法，通过亲脂性基质，在球囊膨胀过程

中将抗增殖药物快速、均匀地输送到血管壁，以阻断细胞分

裂进程，从而抑制内膜增生，DCB 表面无任何金属网格，

能够避免金属与血管产生的炎症反应，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

形成，降低了长期炎症刺激引起的血管内膜增生，避免了支

架内再狭窄的发生，为患者的后续治疗保存了机会。最后

DCB 可加速病变愈合和血管内皮化，减少了 DAPT 时间。

目前，在 ISR 领域 DCB 已经成为首选治疗方案。本研究也

显示 2022 年金属支架使用较 2021 年明显减少，药物球囊使

用显著增多。尽管大量的实验证明了 DCB 各方面的优势，

但其依然存在不容忽视的局限与不足，首先，DCB 可能会

造成血管撕裂、夹层的风险。其次，DCB 虽然可以抑制血

管内膜增生，但不能够抑制血管的弹性回缩。并且 DCB 在

价格上仍高于金属支架，使患者存在经济压力。

综上所述，近两年冠状动脉患者年龄较之前更具年轻

化，而药物涂层球囊其本身具有较金属支架所没有的优势，

使得其在冠脉许多病变方面应用更多，为患者提供了更多的

选择。但目前针对 DCB 的研究相当一部分都是小样本实验，

仍缺乏大规模试验为 DCB 提供有力证据。但可以预见的是，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DCB 将在冠心病治疗领域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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