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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目的 总结香港沙 田地区住院心房颤动患者的临床特征 。 方法 对香港沙田 区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年心房颤动住院

患者 １６ ２９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 结果 （
１ ）心房颤动的类型以阵发性房颤多见 ， 其次为永久性房颤 ， 再次为持续性房颤 ；

（
２）心房颤动患者最常见伴随的相关疾病为高血压病 （占 ５ ０ ．６％ ） ， 其次为糖尿病者 ，

再依次为冠心病 、 瓣膜病等 ； （
３）心

房颤动患者其抗凝抗栓药物应用较低 ，
卒中 风险评分ＣＨＡ２ＤＳ２

－ＶＡＳ０２分者 ， 华法林应用率只有２４ ．３％
， 其华法林的

国际标准化 比率（ＩＮＲ）达标率为 ３０ ． ０％
；
患者在卒中风险评分中 ， 评分谷 ２分者与评分矣 １分者 ， 在接受华法林的应用方

面
， 前者明显高于后者 （

Ｐ＜〇．〇５ ） ；（４） 心房颤动患者其心室率控制的药物以Ｂ －Ｒ阻滞剂 （倍他乐克 ）最多 ， 其后依次为洋地

黄类 、 第 ＩＩＩ类抗心律失常药 、 第Ｉ类抗心律失常药。 结论 香港沙 田地区心房颤动住院患者高卒中风险者 （
ＣＨＡ２ＤＳ ２

－

ＶＡ ＳＯ２分）抗凝应用率较低 ， 但比分数＜２分者高 ， 达标率相对较高 ； 其相关疾病主要有高血压 、 糖尿病 、 冠心病 ；
心

室率控制方面 以Ｂ－ＲＰ且滞剂应用最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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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房颤动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
一

， 具

有极高 的致残率及致死率 ， 随着我 国老龄化社会的

到来 ， 随年龄增长而发病率飙升的心房颤动患者越

收稿 日期 ： ２０ １ ７
－

０９
－

０９ ； 修订日期 ： ２０ １ ７
－

１ １

－

１ ２

作者简介 ： 李 波 （ １ ９７ ９
－

） ， 男 ， 博士 ， 副主任医师。

＊通信作者 ： 陈 灿
（ １
９６３

－

）
， 男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Ｅ－ｍａｉ ｌ ：ｃｈ ｅｎｃａｎ－ ２ １＠ １ ６３ ． ｃｏｍ 。

来越多 ， 使其地位越来越不可动摇 。 国际流行病学

调查显示其总患病率为 ０． ４％ 。 我国心房颤动的大规

模临床调查于２００４年 由胡大一教授发起 ， 其结论为

我国人群心房颤动的患病率为〇 ．７７％Ｗ
，
且临床治疗

明显不规范 ， 但我 国香港地 区的心房颤动患者尚未

见详细临床特征资料的调查数据 。 作者在香港访问

期间收集香港沙 田 区共３年 （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住院心房颤

动患者相关资料 ，
资料均来 自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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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王医院病例系统 ， 经香港导师陈 日 新顾问医师同

意
，
将资料分析报道如下 。

１ 临床资料

１ ． １ 对象与方法

应用香港医管局住院病历系统进行电脑检索 ，

对香港沙 田 区各医院及诊所２００ ７
－

２０ ０９年所有心房

颤动的住院患者
（

１６ ２９例 ）进行回顾性分析 。

１ ．２ 统计学处理

应用 ＳＰ ＳＳ２０ ．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 采用 Ｘ
２

检

验
，
以尸＜０ ． 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２ 结果

１６２ ９例中 ， 男 ７５５例 ， 女 ８７４例 ， 男 女性别比为

１ ： １ ． １ ６
； 年龄 １ ７？ １０ ０岁 ， 平均７ １ ．２岁 ；

心房颤动患者

随年龄增加其患病人数明显增加 ，
以 ７０￣ 、 ８０？９０岁

阶段最多 ， 分别 占 本文总 患病人数的 ３ ０ ． ６％
（
４９８／

１６２ ９
）
、 ２４ ． ９％

（
４０ ５／ １６２９

） ； 平均住院时间 ４ ． ６ ｄ 。 根

据２０ １ ４年美国ＡＨＡ心房颤动管理治疗指南Ｗ ， 对所

有住院心房颤动患者进行分类 ， 大部分为阵发性心

房颤动 （ 占 ５ ５ ． １％
，８９ ８ ／ １６２９ ， 其次是永久性心房颤

动 （占 ４３ ．４％
，７０７／ １６２ ９

）
， 持续性心房颤动最少 （

占

１ ．５％
，２４／ １６２９

） 。

１６２９例 中 ， 高血压病者有 ８２５例
，
糖尿病者有

３４０例 ， 中风病史者有２ ５４例 ， 高脂血症者有２５ ３例 ，

冠心病者有 １７ ６例 ， 心力衰竭者有 １５ ３例
，
有明确心

脏瓣膜病的有６ １例
；
不 良嗜好中有吸烟者２６０例 。

采用 ＣＨＡ２Ｄ Ｓ２
－ＶＡＳ Ｃ评分评估心房颤动患者卒

中危险 。 抗凝抗栓药物方面 ， 同时应用阿司匹林＋华

法林者有 ５５例
， 单独应用阿司匹林者有４８６例 ， 单独

应用华法林者有 ２９ ８例 ， 未用 任何抗凝抗栓者有

７９０例 。 详见表 １ 。 其中应用华法林治疗的 ３５ ３例 ， 国

际 标 准 化 比 率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Ｎｏｒｍａｌ ｉｚｅｄＲａｔｉｏ

，

ＩＮＲ
）达标 （

２ ． ０
￣

３ ．０
）
者有 １ ０６人 ， 达标率为 ３０ ．０％。

表 １ 心房颤动患者ＣＨＡ２ＤＳ ２－ＶＡＳＣ评分及抗凝抗栓药应用情况
（
例

）

ＣＨＡ２ＤＳ ２
－ＶＡＳＣ评分 单用华法令 单用阿司匹林 前两者合用 未用抗凝抗栓 合计 华法令应用率／％

９ １ １ ０ ０ ２ １ ／２（５ ０
．０ ）

８ ３ ６ １ ３ １ ３ ４ ／ １ ３ （３０ ．８ ）

７ １ ８ ３２ ８ ２ ３ ８ １ ２ ６／８ １ （３ ２
．
１ ）

６ ２５ ４０ ９ ３ １ １ ０５ ３４ ／１ ０５ （３ ２
．４ ）

５ ３２ ５５ ８ ４５ １ ３９ ４０／ １ ３９ （２８
． ８）

４ ５ ５ ８ １ １ ３ １ ６２ ３０７ ６８／３ ０７ （２２
．
１ ）

３ ５ ８ ８８ ６ １ ２ １ ２７ ２ ６４／２７２
（
２３ ．５ ）

２ ５ １ ９３ ５ １ ３ ８ ２８７ ５６／２８７ （ １９ ．５）

１ ３４ ４９ ３ １ １ ５ ２０４ ３７／２０４ （ １ ８ ， １ ）

０ ２ １ ４ １ ２ １ ５２ ２ １ ９ ２３／２ １ ９
（
１０ ．５

）

合计 ２９８ ４８６ ５ ５ ７ ９０ １ ６２９ ３ ５３ ／ １６２９（２ １ ．７）

华法林应用 率＝
（华 法林应 用人数／合计人数

）
ｘ１ 〇〇％ 。

患者在卒中风险评分中评分 多 ２分者与评分 名

１分者 ， 其华法林的 应用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０ ． ０ １

）
， 前者明显高于后者 ， 详见表２ 。

表２ 在ＣＨＡ２ＤＳ２
－ＶＡＳＣ评分＆ ２分者与评分矣 １分者

中华法林应用情况的 比较 （
例

）





组 别


？ 应用华法林 未用华法林

ＣＨＡ２ＤＳ２ －ＶＡＳＣ评分＆２分 １２ ０６２９３９ １３

ＣＨＡ２ＤＳ２
－ＶＡＳＣ评分 矣

１分４２３６０３ ６３

两组比较 ： ｘ
２＝

ｌ ８ ．８６
，Ｐ＜０ ．０ １ 。

心室率控制方面 ，
８０ ７例未用任何心室率控制药

物 ；
应用倍他洛克有 ５ ７９例

， 应用地高辛有 ２ ０３例
，

索他洛尔有 ８０例
，
胺碘酮有６２例

，
氟卡尼有２５例 ，

其中有单独应用 ， 也有合并药物应用 ， 详见表３ 。 另

外高血压病患者较多 ， 所以合并用药中钙离子拮抗

剂 （
ＣＣＢ

）类有４００例 ，
血管紧张素抑制剂 （

ＡＣＥ Ｉ
）类应

用有３ ６２例 。

３ 讨论

心房颤动是心血管常见病 ，
其以心悸 、 心前区

不适为主要临床表现 ， 在临床上大致分为常见三

类 。 本文 中 阵发性心房颤动 患者 占 比率最 高 （占

５５
．
１％

）
， 其次为永久性心房颤动患者 （

占４３ ．４％） ， 持

续性心房颤动较少
（
占 １ ． ５％

）
， 这也与国 内外相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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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心房颤动患者心室率控制药物应用情况

药物应用情况 有应用 ／例 构成比／％

单独用药 ７ ０４ ４３ ．２

陪他乐克 ４８３ －

地高辛 １ ２６
－

索他洛尔 ５３
－

胺碘酮 ３ ２
－

氟卡尼 １ ０
－

双联用药 １ ０９ ６ ．７

三联用药 ９ ０．６

未用任何心率控制药物 ８ ０７ ４９ ．５

合计 １ ６２９ １ ００ ．０

究结果大致相当 ［

３
］

。 阵发性心房颤动 比例最高也提

示我们在实际人群 中可能还有部分患者因为症状不

明显而未就诊 。

心房颤动病因 至今尚未完全明 了 ，
可能病理基

础是心房的结构重构或电重构 ， 其可能的前驱病因

有冠心病 、 高血压 、 瓣膜病 、 心力衰竭 、 心肌病 、

肺心病 、 甲状腺功能亢进等 。 最常见相关疾病中高

血压者最多 ， 本文 中有 ８２ ５例 （占 ５ ０． ６％
） ， 超过所有

病例的一半以上
；
其次为糖尿病者 、 冠心病 、 瓣膜

病等 。 本文瓣膜病的患者极少 ， 只有６ １例 （占３ ．７％
）

，

这数值与内 地同时期相关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相 比

较低 ［
４ ＿５

］

。 原因可能是由于回顾性研究的缺陷 ， 有部

分病例医师未记载到可能的病因 。

心房颤动的管理主要为抗凝和心室率控制的管

理 。 在药物抗凝抗栓方面 ， 相 比内 地之前流行病学

调查 ， 香港沙 田 区心房颤动患者应用抗凝抗栓明显

高于内地 ， 超过一半以上的患者 （
８３ ９人 ）有应用相应

药物 ； 按指南要求其中ＣＨＡ２ＤＳ ２
－ＶＡＳＣ评分２分及以

上者 （高卒 中风险者 ）应 当应用华法林有 １２０６人
， 实

际华法林应用人数仅为 ２９３人 ， 应用率也较低 ， 仅为

２４ ． ３％。 华法林应用者达标率有 ３ ０ ．０％
， 这点远超过

国 内 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结果 ［

１

］

，
而与 国际上相关

研究相仿［

６
＿

７
］

。 本文中 ， 患者在卒中风险评分中评分

＞ ２分者与评分矣 １分者相比较 ， 在接受华法林的应

用方面前者明显高于后者 ， 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
Ｐ＜０ ． ０５

） ， 这
一

方面说明在香港沙 田 区 ＣＨＡ２ＤＳ ２
－

ＶＡＳｃ评分 ＞ ２分的患者中华法林的应用仍有很大提

升空间 ； 另
一方面也说明其卒中风险高者抗凝药应

用应当更积极 。

在心室率控制药物 的应用方面 ，
Ｂ－Ｒ阻滞剂 （倍

他乐克）应用最多 ，
其后依次为洋地黄类 、 第 ＩＩＩ类抗

心律失常药 、 第 Ｉ类抗心律失常药 。 其中联合用药极

少 ， 有 １ １８例 （占７ ．２％
） ， 这与临床指南相符 ［

２
］

。 由于

回顾性资料中没有登记到患者平时 的心率情况 ， 因

而无法获得心室率达标的情况 ， 这是本文的
一

个缺

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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