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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对于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尽早诊断和治疗是

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治疗期间需要按照患者的手术指征

对治疗方式进行合理选择，提供治疗成效。因此，论文主要

目标为研究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的临床抢救方

法和效果。

2�资料和方法

2.1�一般资料

随机将广西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于 ����年 �月至 ����

年 �月纳入的 ��例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分为

两组，参照组 ��例患者中男性 ��例，女性 ��例，年龄在

��a��岁之间，中位年龄为（�����±����）岁；观察组 ��例

患者中男性 ��例，女性 ��例，年龄在 ��a��岁之间，中位

年龄为（�����±����）岁。对比两组的性别、年龄等资料并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存在对比价值（�＞ ����）���。

2.2�方法

������参照组

该组实行溶栓治疗。患者入院后及时使用阿替普酶对患

者实行静脉注射，��PLQ后则改为静脉滴注。方法：将 ��PJ

阿替普酶加入 ��葡萄糖溶液 ��P/以及氯化钠溶液 ��P/中

对患者实行静脉滴注，观察患者的临床症状，同时依照其现

实情况在 ��PLQ内使用 ��PJ阿替普酶展开静脉滴注。溶栓

治疗后 ��K，使用 ����8低分子肝素钙在患者腹壁实行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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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治疗时间为 �天。

������观察组

该组实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3&,）。展开冠脉造

影并对患者心肌梗死部位、病灶、范围以及病灶周围组织等

进行确定，使用 3&,分别在右冠脉以及前降支植入药物涂层

支架，支架直径和靶血管直径相同。评估患者血管狭窄程度，

使用导丝疏通冠状动脉阻塞部位，注入 ���a���μJ硝酸甘油

后置入支架，也可以在使用球囊扩张血管后将其置入。

2.3�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的血气指标变化情况，包括氧分压、

二氧化碳分压、血氧饱和度，记录患者的住院时间以及卧床

恢复时间，同时对患者的治疗有效率进行评估 ���。

2.4�疗效评估标准

显效：患者临床症状好转并且体征小时，尿量显著增加，

心肌酶恢复到正常范围；有效：患者的临床症状以及体征均

产生了显著变化，尿量有所增加并且心肌酶下降显著；无效：

患者临床症状以及体征并没有产生改变，甚至病情更加严重。

3�结果

3.1�对比两组治疗前后的血气分析指标变化

治疗前，两组的各项指标并未呈现出统计学意义；治疗

后，观察组氧分压及血氧饱和度显著高于参照组，二氧化碳

分压较低，存在统计学意义（�＜ ����）。

3.2�观察两组的住院时间以及恢复时间

和参照组相比较，观察组的住院时间以及卧床恢复时间

均显著降低（�＜ ����）。

3.3�两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 ������，高于参照组的 ������，

存在明显差异（�＜ ����）。

4�讨论

急性心肌梗死的产生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有关，部分患

者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炎症、栓塞以及先天性畸形造成心肌

供血不足以及血管管腔狭窄，无法创建侧支循环。若供血减

少患者中断，心肌严重缺血则很容易引起急性心肌梗死。心

源性休克主要是心脏疾病或者是心外疾病造成心脏功能下降

以及周围循环衰竭，降低心输血量，使其无法充分满足正常

供给，进而引起各种并发症如休克等，临床中有着较高的死

亡率 ���。若患者存在心源性休克，则说明其病情严重，并且

心肌细胞大面积坏死，同时也是引发患者死亡的重要因素。

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在临床中有着较高的发病率，

其中以中老年人群最为常见，临床通常以恶性干呕、心前区

疼痛等为主要表现，需要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治疗，进而扩张

血管，提高心肌供血量，延缓病情进展。通常情况下这两种

疾病之间的发病间隔相对较短，很容易引起呼吸困难、胸痛

等症状，需要及时展开治疗，进而实现提高治疗成效以及改

善患者预后的目标。

药物溶栓是一种保守治疗方式，静脉给药能够对梗塞血

管的闭塞状态起到缓解作用，有利于血液再灌注。阿替普酶

是一种纤维蛋白酶原激活剂，其能够结合血液当中的纤维蛋

白，在对纤溶酶产生诱导作用后则可以形成纤溶酶，进而及

时将血流中小血栓清除。但是药物溶栓存在一定的时间依赖

性，通常在患者入院 �K内展开治疗，并且需要在 ��PLQ内展

开溶栓，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临床治疗成

效产生严重影响。此外溶栓治疗并发症发生率较高如脑出血

等，预后较差。3&,是一种侵入性治疗方式，其创伤小、治

疗效果明显，以经皮冠状动脉血管成形术对狭窄动脉行扩张

处理，由支架释放出药物溶栓，能够有效治疗靶血管，并且

起效时间较短，能够将支架部分再狭窄风险降到最低。3&,

的手术时间选择具有广泛性，可以在患者入院 ��K内展开手

术治疗，如果患者发病时间大于 ��K，则存在较高的死亡风险。

治疗期间，其不需要中断肝素治疗，并且患者术后其体位不

会受到约束。临床认为 3&,治疗可以在短时间内疏通受堵

冠状动脉，对于强化患者心肌功能以及促进患者预后改善都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次实践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血气

指标改善情况较参照组更为明显；参照组住院时间及卧床时

间较高；并且和参照组进行比较，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较高�

（3＜ ����）。这说明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应用效果明显，

对于改善患者的血气指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降低患

者的住院时间和卧床恢复时间，死亡率较药物治疗明显降低，

存在较高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可以将其作为临床的首选方案，

具有推广价值。

综上所述，通过对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实

行 3&,治疗，可有效改善患者的住院时间以及血气指标，治

疗效果明显，具有有效性和可行性，值得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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