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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合并焦虑症患者临床效果 

马艳锋 

方城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东病区  河南南阳 

【摘要】目的 对临床心血管合并焦虑症患者治疗中中西医结合疗法进行观察。方法 选择我院 2021
年 6 月到 2022 年 6 月间所收治的 100 例心血管疾病患者为研究对象，以数字随机法均分为对照组（n=50）
及观察组（n=50），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西药进行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中医辅助治疗。对两组

患者治疗前后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治疗满意度等情况进行对比。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 SAS 评

分无明显差异，P>0.05。采取不同治疗方法进行干预后两组患者 SAS 评分明显降低，与对照组相比较观察

组患者的焦虑状况以及治疗满意度明显更优，差异显著，P<0.05。结论 在临床治疗心血管合并焦虑症患者

的过程中采取中西医结合疗法能明显提升治疗效果，也可积极改善患者预后，有助于建立良好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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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clinical cardiovascular patients with anxiety disorder.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21 to June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n=50)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50) by the digital random method.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assist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 this basis. The SAS scores and treatment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A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P>0.05). The SAS scores of the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anxiety status and 
treatment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cardiovascular patients with anxiety disorder,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and can also actively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hich is conducive to establishing a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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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本身属于一种终身性疾病，在临床

上主要以胸痛、头痛、经常性呕吐为常见症状，因

此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节食，并保持合理运动，合并

焦虑症的情况下会严重影响患者心理状态[1]。目前

临床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过程中主要是结合原发疾病

类型来采取对应治疗方案。其中中医药和西药治疗

属于常见方法[2]。西药治疗具有见效快的特征，而

中医辨证中并未发现与心血管疾病相符的辩证施治

措施，因此单独采取中医或西医治疗方法临床效果

并不明显，因此本文积极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

管合并焦虑症的临床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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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21 年 6 月到 2022 年 6 月间所收治

的 100 例心血管疾病患者为研究对象，以数字随机

法均分为对照组（n=50）及观察组（n=50）。对照

做患者男女比例为 26:24，年龄处于 43~75 岁之间，

年龄均值为（64.9±6.2）岁；观察组患者男女比例为

25:25，年龄处于 40~74 岁之间，年龄均值为

（65.1±5.8）岁，。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方面相比较

无明显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氟西汀胶囊口服治疗，患者需

每日服用一次药物，每次 20mg；研究所患者在西医

治疗基础上采取了中药治疗方法进行辅助，西药治

疗方法与对照组完全相同，中药方面选择了宁神定

志丸，每日服用两次，每次 10g。对两组患者治疗

过程中的 SAS 评分变化情况、治疗满意度进行及时

治疗，对两组患者治疗中的数据进行详细统计并最

终得出结论。 
1.3 观察指标 
患者经治疗后 SAS 评分处于 50 分以内，血压

等指标维持正常，头痛等临床症状基本消失为显效；

患者进行治疗后 SAS 评分处于 50 分到 60 分之间，

头痛等临床症状明显减轻，血压控制效果明显为有

效；患者进行治疗后 SAS 评分超过 60 分，且血压

未得到明显控制，临床症状未见减轻为无效。 
1.4 统计学方法 
将两组效果录入 SPSS22.0 软件，计量资料检验

行 t，表示用（ χ ±s），计数资料表示用百分比（%），

检验行 χ2，P＜0.05 是统计学意义成立的依据。 
2 结果 
2.1 两种患者疗效对比 
经药物治疗后对照组患者的整体治疗有效率达

到 72%，观察组患者的整体治疗有效率达到 96%，

两组相比较，观察组治疗有效率明显更高，差异显

著，P＜0.05。 
2.2 两组患者焦虑评分对比 
两组患者在药物治疗前 SAS 评分分别为

（58.7±5.8）分、（59.6±6.0）分，两组相比较无明

显差异，P>0.05。经药物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SAS 评

分分别为（26.7±6.1）分、（45.6±2.9）分，与对照

组相比较，观察组患者的 SAS 评分明显更低，差异

显著，P＜0.05。详见下表 2。 
2.3 两组患者治疗满意度对比 
两组患者经药物治疗后，与对照组相比较，观

察组患者的整体治疗满意度明显更高，差异显著 P
＜0.05。详见下表 3。 

表 1 两种患者疗效对比（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50 36（72） 13（26） 1（2） 48（96） 
对照组 50 10（20） 26（52） 14（28） 36（72） 
χ2     11.987 
p     0.0025 

表 2 两组心血管疾病合并焦虑症患者 SAS 评分对比（分， χ ±s）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50 58.7±5.8 26.7±6.1 
对照组 50 59.6±6.0 45.6±2.9 

t  0.0239 17.3689 
p  >0.05 ＜0.05 

表 3 两种患者治疗满意度对比（n，%）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50 28（56） 18（36） 4（8） 46（92） 
对照组 50 11（22） 31（62） 8（16） 42（84） 
χ2     10.035 
p     ＜0.05  

3 讨论 高血压、冠心病是目前临床常见的一些心血管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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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心血管疾病患者在发病后往往对自身病情了解不

够充分，而且对临床治疗效果也存在一定担忧，从而

引发抑郁或焦虑等情绪，对于患者心理健康会产生极

大影响[3]。根据大量临床资料统计发现，心血管合并

焦虑症患者通常会在临床上表现出入睡难、植物神经

紊乱等症状，当病情发展严重后部分患者甚至对临床

治疗会表现出排斥，这些现象都会对患者预后和临床

治疗效果造成较大影响[4]。随着近几年来人们生活环

境、饮食结构的不断变化，心血管疾病发病率也在不

断上升，心血管合并焦虑症患者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医学领域对于该病症已经给予高度重视。氟西汀本身

是一种具有选择性的血清再吸收抑制剂，在临床抗抑

郁的治疗过程中氟西汀具有明显疗效[5]。根据大量临

床试验研究发现，当人体摄入氟西汀之后可以有效抑

制神经突触细胞对神经递质血清素的再吸收，在此情

形下就可以有效提升患者体内的血清素水平，从而进

一步降低了多巴胺能等受体的结合力，进而可以实现

对抑郁和焦虑等负面情绪的有效改善。但在本研究中

发现，当对照组患者单独服用氟西汀胶囊之后，SAS
评分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而且在治疗后患者的整体

治疗满意度相对较低，指示要想进一步提升临床心血

管合并焦虑症患者的治疗效果，需要利用其他药物进

行辅助治疗。 
从中国中医理论的角度来看，人类机体疾病的发

生和发展会受到心理因素的极大影响，因此在中医用

药中讲究阴阳对立统一的用药原则[6]。宁神定志丸属

于一种中医的纯中药制剂，其主要是由党参、龙齿、

茯苓、石菖蒲、朱砂等几种中药组成，其中党参具有

补气养血的功效，龙齿在中医理论中可以发挥出安

神、清热除燥的功效，茯苓能发挥出宁心安神、祛痰

消肿、健胃和脾的功效，石菖蒲在中医领域中主要发

挥醒神益智、开胃化湿的作用，朱砂则主要是具有清

心镇惊、安神解毒的功效，上述几种中药材联合使用

后能够发挥出镇静安神、清心养血的作用。部分医学

领域研究人员指出将中药凝神定制完与常规西药治

疗进行结合，能够在临床治疗心血管合并焦虑症患者

的过程中发挥出更好疗效。在本文研究中观察做患者

主要使用了宁神定志丸与氟西汀中西医结合方法来

治疗心血管疾病合并焦虑症患者，通过对比发现，经

药物治疗后对照组患者的整体治疗有效率达到 72%，

观察组患者的整体治疗有效率达到 96%，很可能是因

为宁神定志丸这种传统的中医祖方的益气安神作用

对西药临床治疗症状发挥出了积极促进作用。患者经

中西医联合疗法进行治疗后 SAS 评分下降明显，且与

对照组相比较，SAS 评分改善情况明显更优。患者在

服用氟西丁胶囊后体内多巴胺与 5-羟色胺的结合会

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在此情况下就可以让患者的焦

虑症状得到积极改善。而且观察组患者的整体治疗满

意度也明显高于对照组，在临床治疗心血管合并焦虑

症患者的过程中中西医结合疗法能够发挥出理想治

疗效果，这与国内目前相关文献研究结果完全一致。 
综上所述，在临床治疗心血管合并焦虑症患者的

过程中采取中西医结合疗法能够有效改善临床治疗

效果，也可以有效提升患者的治疗满意度，帮助临床

治疗期间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也可以积极改善患者

预后生活质量，具有极大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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