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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lement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anxiety, and to explor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anxiety disorder diagnosed and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June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and given diazepam tablets.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ll be treated with a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nd given diazepam tablets and 
nourishing and tranquilizing tablets. Both groups of patients need to continue taking the drug for 15 days. The treatment effects and 
corresponding anxiety scal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
sults: After the study, it was found that before the treatment,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compared 
in terms of anxiety scale scores (P﹥0.05). After the treatment, regard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scores on the anxiety scale, (P<0.05), and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anxiety,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can 
reduce the score of anxiety scale, so it has a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and is worth promoting in the fol-
low-up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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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疾病伴焦虑症的疗效　
张大岩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天慈阳光医院，中国·甘肃 张掖 734000　

摘　要

目的：主要对于心血管疾病伴随焦虑症的患者实施中西医结合治疗，对其治疗效果进行探讨。方法：选择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在我院进行诊断以及治疗的 100 例患有心血管疾病以及焦虑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且均匀地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对照组的患者实施西药治疗，并且给予安定片。观察组的患者则会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疗，并且给予安定片以
及养血安神片。两组患者需要持续性地服用药物 15 天。对两组患者在治疗组前后的治疗效果以及相应的焦虑量表评分等进行
分析以及比较。结果：经过研究发现，在治疗之前，关于观察组以及对照组的患者在焦虑量表得分方面进行比较，没有比较
明显的统计学意义（P﹥0.05）。在治疗之后，关于观察组以及对照组的患者在焦虑量表得分方面，观察组和对照组相比较明
显比较低，（P<0.05）不存在统计学意义。结论：关于患有心血管疾病以及焦虑症的患者实施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疗，
相应的疗效比较确切，安全性能较高，可以使得患者的焦虑量表得分降低，因此对于患者的预后来讲具备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后续的治疗中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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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医疗水平也得到了大大的提高，

使得人们的平均寿命得到大幅度的延长。现阶段，中国已经

逐渐的进入到老龄化社会，老年人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

一直在持续的增加。因此，这一点引起了专家十分广泛的关注。

经济水平一直在持续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一直在逐渐

的改变，但是日常活动也在逐渐的减少。除此之外，患有这

类疾病的患者大多都是老年人，由于老年人本身的抵抗力比

较差，并且非常容易综合其他的一些基本性疾病，因此后续

的预后效果也变得比较差。心血管疾病在内科当中属于一种

比较常见的疾病，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当中，存在 70％的患

者都存在焦虑症的现象。这两种疾病进行合并之后会感觉到

头晕，尿急，呼吸困难，口干以及胸闷等症状。由于焦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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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非常容易增加心血管疾病的严重程度，这样就会直

接性的造成此种疾病的出现。面对这种情况，我院一般会采

用中西结合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心血管疾病以及焦虑症患者，

这样就会使得患者的症状得到减轻，从而使得患者更好的恢

复健康。

2 资料与方法

2.1 临床资料

选择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在我院进行诊断以及治

疗的 100 例患有心血管疾病以及焦虑症患者。按照随机以及

均匀的分组，可以分为观察组患者 50 例，对照组患者 50 例。

关于观察组的患者，其中男性患者为 21 例，女性患者为 29 例。

患者年龄大致在 45-75 岁之间，平均年龄大致为（61.2±2.3）

岁。出现冠状动脉供血不足的患者为 17 例，出现高血压以及

心脏病的患者为 18 例，出现心律不齐的患者为 9 例，出现心

肌梗塞的患者为 6 例。关于对照组当中的患者，其中男性患

者为 23 例，女性患者为 27 例，年龄大致在 48-76 岁之间，

平均年龄大致为（62.8±1.9）岁。出现冠状动脉供血不足的

患者为 15 例，出现高血压以及心脏病的患者为 17 例，出现

心律不齐的患者为 11 例，出现心肌梗塞的患者为 7 例。两组

患者在基础数据方面没有显着性的差异（P>0.05），可以进

行比较。

2.2 方法

2.2.1 对照组

关于对照组当中的 50 例患者在临床的治疗当中仅仅的使

用西药进行治疗，该药属于安定片（制造商为中国天津市力

生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号为 130310，国家药品标准编号为

H12020119；）。相应的剂量为：2 片 / 次，每天服用 3 次，

使用温水送服，这种药物要持续性的服用 15 天。

2.2.2 观察组

关于观察组的患者在临床的治疗当中会采用中西医结合

的方式进行治疗，药物可以分别为安定片以及养血安神片。

关于安定片在剂量以及给药方法方面与对照组完全的一致。

关于养血安神片（制造商为山东鲁药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

号为 130206，国家药品标准编号为 Z37020132；）。剂量为：

3 片 / 次，每天服用 3 次，使用温水送服，持续性的坚持服用

15 天。

2.3 观察指标

2.3.1 焦虑量表评分

使用美国华裔教授 Zung 编写的 SAS 焦虑自我评估量表

用来完成焦虑量表的评分。量表当中包含 20 项内容，每项

都需要使用 4 级评分法来完成对主要症状发生频率的评价。

单项得分大致在 1~4 分之内。总分大致为 20~80 分。粗分

×1.25 之后得到的数据结果可以取整数部分，进而会得出标

准分。如果分数越高，那么说明患者的焦虑就越加严重。

2.3.2 临床疗效评估

可以利用这些方式对患者的临床疗效进行评估：疗效显

著，即患者在焦虑量表评分方面恢复正常的水平，与心血管

疾病相关的症状完全的消失或者得到非常明显的缓解；有效，

即患者在焦虑量表评分方面要高于正常水平，与心血管疾病

有关的症状已经得到了一些改善；无效，即患者在焦虑量表

评分方面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变，与心血管疾病相关的症状也

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变 [1]。

2.4 统计学分析

论文当中所有的实验数据均利用 SPSS17.0 软件进行分

析。两组间的具体比较使用 t 检验，而同期的比较可以采用

X2 检验，具备差异性，统计学意义非常明显，p<0.05。

3 结果

3.1 焦虑量表评分

在进行治疗之前，察组患者以及对照组患者的具体焦虑

量表评分分别为（57.25±5.89）分，（58.34±6.27）分。治

疗之前的数据在差异方面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两

组患者在接受治疗之后，观察组以及对照组的焦虑量表得分

分别为（28.35±3.17）分，（49.25±5.62）分，在进行治疗

之后，观察组在得分方面明显的要低于对照组，（P<0.05），

统计学意义比较明显。

3.2 临床治疗效果

在观察组的 50 例患者当中，存在 32 例（64.00％）的患

者疗效比较显著，存在 15 例（30.00％）的患者在治疗方面有效，

存在 3 例（6.00％）患者在治疗方面无效，关于观察组的临床

治疗总有效率达到了 94.00％。关于对照组当中的 50 例患者中，

存在 20 例（40.00％）的患者在治疗之后显着有效，存在 15

例（30.00％）的患者比较有效，存在 15 例（30.00％）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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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没有效果，对照组在临床治疗总有效率方面大致为 70.00％

（35/50），发现观察组的患者在临床治疗总有效率方面和

对照组相比较明显比较高；数据进行比较之后存在差异性，

（P<0.05），统计学意义比较明显。

3.3 不良反应

在治疗的过程中，观察组以及对照组的患者都没有出现

一些不良反应，数据具备差异性，（P>0.05），不存在明显

的统计学意义。

4 研究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其中老年患者的比例相对来讲比较高，这种疾病存在较高的

死亡率。目前，中国的医学一直处于发展当中，但是全世界

仍然存在 1600 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甚至要高于这个数据，

利用最先进以及完善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仍然具备非常高

的病死率，死亡的主要原因和心血管疾病有非常直接性的关

系 [2]。引起这种疾病的主要原因通常是患者自身的血液粘度

比较高，血管壁的平滑肌细胞在代谢方面出现异常，经常性

的吸烟，过渡焦虑以及高血压等。焦虑症属于心血管疾病患

者当中一种比较常见的心理状态，具体的表现为：躁动不安，

紧张以及缺乏安全感等。在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患者甚至会

感到非常的恐惧以及惊慌等，这样会使得患者的病情进一步

加重 [3]。

心血管疾病，也可以称之为循环系统疾病，主要指的是

心脏以及其相连血管出现病患的一种疾病，主要是指冠心病，

但是也包含脑血管疾病，风湿性心脏病，外周动脉疾病，先

天性心脏病，肺栓塞等。心血管疾病是造成中国居民死亡的

第一大因素，在中医当中并没有对其含义进行特别的定义，

但是纵观其发作的症状，机制以及演变的过程等，它属于“胸

痹”“瘀滞”以及“心痛”等类别。该疾病处在心脏当中，

并且正气比较虚弱伴随着痰浊，血瘀以及心脏停滞等。焦虑

症属于一种比较常见的心理疾病或者精神类疾病，通常会表

现的比较焦虑，疲劳，沮丧以及能量缺乏等。在中医上没有

“焦虑症”这一说法，其发生主要是由于肝郁化火而造成的，

在临床表现上属于“情志病”以及“心病”的类别 [4]。

心血管疾病主要包含冠心病，高血压以及其他类型的疾

病等。如果疾病发作之后，患者不是非常的了解病情，过分

的担心治疗效果，这样就非常的容易造成焦虑以及抑郁之类

的负面情绪，会严重的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通过研究可以

发现，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在出现焦虑症之后经常会表现

出自主神经紊乱以及睡眠障碍等症状。有些病人由于病情比

较严重，不能积极的配合相应的临床治疗，甚至会拒绝正常

的治疗以及护理工作，这样对预后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心血管疾病以及焦虑症都属于比较常见的疾病，两者之

间相互影响，国内外的一些研究学者指出，心血管疾病可以

引发以及加重焦虑症，而焦虑症也会进一步诱发以及加重心

血管疾病，比如：冠心病患者经常会感到胸闷以及胸痛等症

状；长期焦虑症的患者患有高血压的几率会提升 2 倍。通过

研究可以表明，严重抑郁和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以及死亡率

之间有非常大的关系。患有焦虑症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在临床

症状方面主要包含：失眠，疲劳，胸闷以及呼吸急促等。而

焦虑症的患者通常与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在身体症状方面具备

相似性，有时候焦虑症未被识别很可能会出现误诊的情况。

根据文献报道，中国综合医院门诊医生关于焦虑以及抑郁症

状的具体识别率仅仅为 15％至 20％。

中医认为心理因素在疾病的发生以及发展当中具备比

较重要的作用，中医非常的注重阴阳矛盾以及思想统一。而

西药在治疗的过程中通常会产生一些依赖性以及不良反应，

这些缺陷进一步促进了新型抗焦虑药的开发。中西医结合治

疗可以很好的提高治疗的效果，把西医以及中医的知识与

方法相结合，属于阐明作用机理的一种新途径。准确的了解

疾病状况，遵循中医辨证论治的理念以及西医诊断的基本原

则。按照不同患者的实际情况以及身体状况等，巧妙的指导

心血管疾病进行预防以及治疗，并且保障治疗更加的具备针 

对性。

一些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非常大的

心理压力，这样就可能会进一步造成焦虑症的出现，主要包

括心脏在内的各种各样的不良情绪，最终会诱发焦虑症状的

加重。患有焦虑症的心血管疾病患者主要机制是由于交感神

经的张力逐渐的增加而显示儿茶酚胺处于短暂的释放趋势，

这时候会表现出比较明显的自主神经功能。如果情况比较严

重，非常容易引起其他的一些不良症状，如心悸以及胸闷等。

焦虑症状的发生也会进一步加重心血管疾病的情况。因此，

在临床的治疗当中，控制焦虑症状属于治疗当中的重点部分。

DOI: https://doi.org/10.26549/yzlcyxzz.v3i3.3931



44

研究性文章
Article

亚洲临床医学杂志·第 03卷·第 03 期·2020 年 06 月

近些年来，随着对焦虑症心血管疾病的不断研究，中西

医结合治疗已经成为了治疗焦虑症心血管疾病的一种首选方

案。首先需要治疗具体的症状，只有缓解症状才可以更好的预

防疾病。中医以及西医治疗属于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中

药非常的注重宏观治疗，采取平衡性的调整。西医非常的重视

微观治疗，习惯于采取对症的方式治疗，关于心血管疾病有自

身的认识，两者在理论上以及治疗上具备统一性，属于中西医

结合的一种主要研究方向。一方面要重视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具

体研究，促进处方以及剂型的研究，加强药物安全性的相关评

价。另一方面，在后续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当中，由于人以及人

之间存在不同之处，需要从宏观以及微观方面进行融合，并在

药物选择，剂量以及组合等方面争取找到一种最佳的治疗方案。

按照中药以及西药的不同特点，对患者采用比较合适的治疗方

法。随着时代的持续性发展，医务人员的使命感，紧迫感以及

危机感等变得越来越强烈，在继承前人经验以及学术思想的同

时，一定要进行大胆创新，持续的进行研究。

总之，中西医结合治疗此类疾病具备比较明确的疗效以

及较高的安全性，可以在后续的治疗当中进行使用，并且会

很大程度上促进患者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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