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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阿司匹林对脑梗死患者临床疗效的影响

朱
"

宣!管阳太!

"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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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目的
"

对脑梗死患者服用阿司匹林的临床效果进行观察与分析!以期提高临床疗效和降低脑梗死复发率$方法
"

选

择
:))*

年
$

"

$)

月该院收治的脑梗死患者
&)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

例!根据两组患者具体情况给予对症处

理!

$'C

为
$

个疗程!

:

个疗程后进行分析(同时观察组在入院时即给予阿司匹林
$))-

J

'

C

!患者出院后坚持服用$结果
"

观察组

总有效率为
&(4GT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和日常生活能力评定均优于对照组!复发率也低于对照组"

!

#

)4)G

#$结论
"

阿司匹林对

脑梗死患者不仅能够提高临床疗效!同时还能有效降低血栓形成事件的复发率$

关键词"阿司匹林(脑梗死(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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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是指由于动脉粥样硬化而导致各种因素所造成的

脑动脉血流量减少或中断!从而使患者局部脑组织出现缺血(

缺氧的现象!严重者可导致缺血区脑组织的相应神经细胞功能

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

*

$目前!中国有
())

万脑血管疾病患

者)

:

*

!其中致残者
'G)

万!多为偏瘫(偏身麻木及言语不利

等)

%

*

$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其中脑梗死具有发病率

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及治愈率低的特点)

'

*

$现将本院采用

阿司匹林治疗脑梗死患者的疗效分析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4B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

$)

月本院收治的脑梗死患

者
&)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

例!其中观察组

男
:G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3'4))X:4))

'岁!平均病程&

(4))

X$4))

'

C

#对照组男
:G

例!女
$G

例!平均年龄&

3%4&'X:4$)

'

岁!平均病程&

(4):X$4))

'

C

#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全国第
'

次脑

血管病会议所制定的脑梗死诊断标准)

G

*

$纳入标准"&

$

'年龄

大于
G)

岁#&

:

'患者知情同意)

3

*

$排除标准"&

$

'心(肝(肾及肺

等重要器官存在严重疾患者#&

:

'有智能障碍影响交流的患者#

&

%

'对阿司匹林过敏患者和过去
%

个月服用过类似或具有相拮

抗作用的药物)

(

*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基础疾病等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4)G

'$

B4C

"

治疗方法)

&

*

"

两组患者均根据具体情况给予常规对症治

疗!

$'C

为
$

个疗程!

:

个疗程后进行分析#同时观察组在入院

时即给予阿司匹林
$))-

J

%

C

!患者出院后坚持服用$

B4D

"

疗效评估标准
"

临床疗效评估标准按照脑卒中患者神经

功能缺损评分标准)

*

*进行临床疗效的评定!共分为
G

级!临床

痊愈"功能缺损积分减少
*)T

"

$))T

!病残程度
)

级#显著进

步"功能缺损积分下降
'3T

"

&*T

!病残程度
$

"

%

级#进步"

功能缺损积分下降
$&T

"

'GT

#无变化"功能缺损积分下降或

增加在
$&T

以内#恶化"功能缺损积分增加
$&T

以上$以上临

床疗效评估按照尼莫地平法计算!即")&治疗前积分
V

治疗后

积分'%治疗前积分*

c$))T

$

B4E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7877$%4)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计量资料以
CX>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

的计量资料采用
R.FF,B0/IF"

P

^

检验#临床疗效评估为等级

资料采用秩和检验$以
!

#

)4)G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两组脑梗死患者临床疗效(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及日常生活

能力评定(主要临床表现评分及随访结果见表
$

"

'

$

表
$

""

两组脑梗死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

%

T

&)

组别
%

临床痊愈 显著进步 进步 无变化 恶化 总有效

观察组
') %

&

(4G

'

&

:$

&

G:4G

'

&

$$

&

:(4G

'

G

&

$:4G

'

)

&

)

'

%G

&

&(4G

'

&

对照组
') $

&

:4G

'

$G

&

%(4G

'

$'

&

%G4)

'

$)

&

:G4)

'

)

&

)

'

%)

&

(G4)

'

""

&

"

!

#

)4)G

!与对照组比较$

G:G: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G

期



表
:

""

两组脑梗死患者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及日常

""

生活能力评定比较 %

CX>

'分&

组别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日常生活能力评定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GX34))

$)4))XG4:$

&%

'4%:X$4$)

%4))X$4))

&%

对照组
:$4))XG43%

$G4))X34%)

&

'4')X$4):

%4G&X$4G)

&

""

&

"

!

#

)4)G

!与治疗前比较$

%

"

!

#

)4)G

!与对照组比较$

表
%

""

两组脑梗死患者随访结果比较(

%

%

T

&)

组别 半年内复发
$

年内复发

观察组
$

&

:4G

'

%

&

(4G

'

%

对照组
:

&

G4)

'

*

&

::4G

'

""

%

"

!

#

)4)G

!与对照组比较$

表
'

""

两组脑梗死患者主要临床表现评分比较%

CX>

&

临床表现
观察组

%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

治疗前 治疗后

偏身瘫痪
') $4&)X)4')

$4)GX)4:3

&%

') $4&)X)4%&

$4')X)4:'

&

偏身麻木
%( $4G3X)4G3

$4))X)4$:

&%

%& $4GGX)43)

$4%'X)4:)

&

语言不利
:' $4G3X)43:

)4()X)4G*

&%

:% $4G3X)4G*

$4$)X)4G)

&

口舌歪斜
:& :4:%X)4(*

$4%)X)4&*

&%

:( :4::X)4&*

$4&GX)4*)

&

""

&

"

!

#

)4)G

!与治疗前比较$

%

"

!

#

)4)G

!与对照组比较$

D

"

讨
""

论

大量临床研究表明!脑梗死发生的基础是动脉粥样硬化!

该病的发生常常是通过血栓形成作为其表现形式!究其原因主

要是血液中诸如红细胞(血小板以及纤维素等有形成分极易黏

附在受损的血管内膜上)

$),$$

*

$尤其是其中的血小板黏附聚集

在内膜病变部位上!从而释放出多种具有收缩血管的物质&如

花生四烯酸(

G,

羟色胺等'!进而增加了血小板的聚集性!动脉

壁血栓较易形成!所以患者便出现了脑梗死)

$:

*

$因此!对于脑

梗死的防治就是以阻止血小板活化(黏附以及聚集为目的!从

而有效地阻止血栓的进一步形成与扩大!更好地促使患者康复

以及降低复发率)

$%

*

$

本研究对脑梗死患者加用阿司匹林!结果显示&表
$

"

'

'!

服用阿司匹林的患者无论是临床治疗效果还是在神经功能康

复以及日常生活能力方面均有较大提高&

!

#

)4)G

'!脑梗死患

者的复发率也大大降低&

!

#

)4)G

'$有研究证实!阿司匹林可

以使血小板环氧化酶乙酰化!进而对血小板的释放具有一定抑

制功效$另外阿司匹林还能间接抑制血小板内血栓素
9:

的

释放以及对前列环素的生成产生一定干扰作用)

$',$G

*

!所以能

够有效降低血小板的聚集$

综上所述!阿司匹林对脑梗死患者不仅能够提高临床疗

效!同时还能有效降低血栓形成事件的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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