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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研究女性吸毒人群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患者的临床和冠状动脉病变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６年２月至

２０１２年６月，武警广东总队医院司法病区中心收治的７０例经冠状动脉造影确诊的女性 ＡＭＩ患者。结果　７０例女性患者中６６

例为急性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ＳＴＥＭＩ），４例为急性非ＳＴ段抬高型心急梗死（ＮＳＴＥＭＩ）；６７例为阻塞性病变，进行了经皮再血

管化治疗；随吸毒时间的延长及合并危险因素的增加，ＡＭＩ的发生率升高（犘＜０．０５）。冠状动脉造影资料结果分析发现：不同吸

毒时间的ＡＭＩ患者多为单支病变，比例明显高于三支病变和主干病变，其中血管以左前降支病变最为常见，其次为右冠状动脉、

回旋支。三支及主干病变在吸毒时间小于５年的患者中少见，随吸毒时间延长，三支及主干病变增加。随访期间有１例在监押场

所猝死，５例因心绞痛发作再住院。结论　女性吸毒人群ＡＭＩ患者多为急性ＳＴＥＭＩ，以单支、阻塞性病变多见，前降支为最常见

的罪犯血管。吸毒时间越长，合并危险因素越多，ＡＭＩ的发生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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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吸毒人群急性心肌梗死（ａｃｕｔｅ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ＡＭＩ）患者相对少见，罕见报道。本院司法病区中心是全国唯

一一所集中收治在押人员的三甲医院中心，展开床位４００张，

自２００６年２月开科以来，集中收治了一些吸毒人群 ＡＭＩ患

者。本研究对这些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其临床特征、危

险因素、冠状动脉病变特点、临床处理及其预后，指导临床医生

诊治这类ＡＭＩ患者。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０６年２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武警广东总队医

院司法病区中心收治７０例女性 ＡＭＩ患者（２６～５５岁），ＡＭＩ

诊断标准至少满足下列３条中的２条：（１）缺血性胸痛大于或

等于３０ｍｉｎ，休息或含服硝酸甘油不缓解；（２）心电图至少２个

相邻或相关导联ＳＴ段抬高大于或等于０．１ｍＶ（肢体导联）或

０．２ｍＶ（胸导联）；（３）心肌坏死标记物升高。如果存在第２条

则诊断为急性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ＳＴＥＭＩ），否则为急性非

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ＮＳＴＥＭＩ）。

１．２　方法

１．２．２　记录患者一般临床资料　（１）症状、入院时血压、心率、

既往有无心肌梗死病史及其合并症（自身免疫病、血液病、肾病

或感染等）。（２）以吸毒时间长短分组分为小于５年吸毒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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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组，９例）、５～１０年吸毒患者（Ⅱ组，１９例）、＞１０年吸毒患

（Ⅲ组，４２例）。（３）危险因素包括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血脂

异常、吸烟和家族史。血脂异常的诊断依据２００７年发布的中

国成人血脂异常的防治指南［１］。既往无糖尿病患者，进行糖耐

量检查，明确是否存在糖耐量异常或糖尿病。（４）血脂水平，包

括总胆固醇（ＴＣ）、三酰甘油（Ｔ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

Ｃ）水平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水平。（５）全部患者

均行１８导联心电图检查，根据心电图判断梗死部位。

１．２．３　冠状动脉造影（ＣＡＧ）检查　所有患者均于发病１２ｈ

内行急诊 ＣＡＧ以判断梗死相关动脉（ｉｎｆａｒｃ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ｒｔｅｒｙ，

ＩＲＡ）。ＩＲＡ判断方法为满足以下任何一条：（１）可见血栓影；

（２）见斑块脱落形成的溃疡影；（３）未见以上情况，以１００％闭

塞为ＩＲＡ，若ＩＲＡ再通，则狭窄最重血管为ＩＲＡ。冠状动脉瘤

样扩张定义为局部冠状动脉血管直径大于或等于相邻相对正

常血管直径１．５倍。

１．２．３　随访　全部患者均通过电话随访，随诊内容包括心绞

痛发作和心力衰竭症状，以及因心脏事件再住院和死亡等

情况。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以率表示，组间参数比较采用配对χ
２ 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吸毒时间长短与ＡＭＩ发生的关系　随吸毒时间的延长，

ＡＭＩ的发生率升高。Ⅲ组（４２／７０）和Ⅱ组（１９／７０）患者与Ⅰ组

（９／７０）比较，ＡＭＩ的发生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Ⅲ组与Ⅱ组患者相比，ＡＭＩ的发生率升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５）。

２．２　吸毒合并危险因素与ＡＭＩ发生的关系　女性吸毒患者，

随危险因素的增加，ＡＭＩ的发生率升高。吸毒合并２个及以

上（３５／７０）危险因素与合并１个（１２／７０）危险因素的吸毒患者

比较，ＡＭＩ的发生率升高（犘＜０．０５）。

２．３　不同吸毒时间 ＡＭＩ患者临床资料特点　无论吸毒时间

长短，绝大多数患者为ＳＴＥＭＩ，症状多以胸痛、胸闷为主要症

状，且吸毒时间越长，合并危险因素越多，ＡＭＩ的发生率越高；

大部分女性患者合并有先天性血管异常或自身免疫性疾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吸毒时间患者临床表现比较［狀（％）］

项目 Ⅰ组（狀＝９）Ⅱ组（狀＝１９） Ⅲ组（狀＝４２）

ＡＭＩ类型 ＳＴＥＭＩ ＳＴＥＭＩ ＳＴＥＭＩ（３８）、ＮＳＴＥＭＩ（４）

主要症状 胸痛、胸闷 胸痛、胸闷 胸痛、胸闷或心力衰竭

危险因素［狀（％）］

　１个 ２（２２） ３（１３） ７（１６）

　≥２个 ６（６７）ａ １０（５３）ａ １９（４５）ａ

合并先天性血管异常或

自身免疫性疾病［狀（％）］

　１个 １２（１００） １７（８９） ３０（７１）

　≥２个 　０ａ ２（１１）ｂ ４（９）ｂ

ＡＭＩ前１周内心绞痛 　０ ２（１１） ６（７）

既往心肌梗死病史 　０ １（６） 　０

ＰＣＩ术后发生心脏破裂并

发症
　０ １（６） ０

　　ａ：犘＜０．０５，与合并１个危险因素比较；ｂ：犘＜０．０５，与合并１个先

天性血管异常或自身免疫性疾病比较。

２．４　ＣＡＧ结果　ＣＡＧ示不同吸毒时间的 ＡＭＩ患者，多为单

支病变，前降支病变为最常见病变，其次为右冠状动脉、回旋

支。三支及主干病变在吸毒时间小于５年患者中少见，随吸毒

时间延长，三支及主干病变增加。７０例患者中６７例为阻塞性

病变，进行了经皮再血管化治疗。吸毒时间大于１０年和５～

１０年吸毒患者与吸毒时间小于５年吸毒患者比较，三支及主

干病变的发生率升高；吸毒时间大于１０年与吸毒时间５～１０

年吸毒患者比较，三支及主干病变的发生率升高，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不同吸毒时间患者冠状动脉造影结果比较［狀（％）］

项目 Ⅰ组（狀＝９） Ⅱ组（狀＝１９） Ⅲ组（狀＝４２）

病变血管

　前降支 ７（７８） １２（６３） ２９（６９）

　右冠状动脉 １（１１）ａ ２（１１）ａ ４（９）ａ

　回旋支 １（１１）ａ ３（１６）ａ ５（１２）

病变部位

　单支病变 ９（１００） １３（６８） ２８（６３）

　三支病变 　０ｂ ３（１６）ｂ ８（１９）ｂ

　左主干 　０ｂ ２（１１）ｂ ４（９）ｂ

阻塞性病变 ６（６７） １９（１００） ４２（１００）

　　ａ：犘＜０．０５，与前降支比较；ｂ：犘＜０．０１，与单支病变比较。

２．５　随访结果　７０例患者治疗后存活６９例，有１例在看押

场所猝死，有５０例患者电话随访成功，其余患者被看押场所释

放或取保后审后无法联系。平均随访（１２±５）个月，５例因心

绞痛发作再住院。

３　讨　　论

毒品滥用已成为当今世界十分严重的问题，长期吸毒可引

起多个器官的损害，尤其是对心血管系统可产生严重并发症，

如感染性心内膜炎、心律失常、ＡＭＩ等
［２］。我国吸毒伴 ＡＭＩ

患者的系列研究罕见。由于本院特有的武警背景，能够收治大

量在押的吸毒患者。本研究对本院近６年ＣＡＧ确诊的女性吸

毒ＡＭＩ患者进行总结和分析。

结果显示：女性患者，无论吸毒时间长短，绝大多数患者为

ＳＴ段抬高型ＡＭＩ，症状多以胸痛、胸闷为主要症状，少数吸毒

时间大于１０年的ＡＭＩ患者以急性心力衰竭为首发症状；而且

吸毒患者自律性极差，生活糜烂，绝大多数合并至少１个以上

危险因素血脂异常多见［３５］，其次为高血压和糖尿病，合并肥胖

者少见。本研究证明吸毒时间越长，合并危险因素越多，ＡＭＩ

的发生率越高。本研究还提示大部分女性患者合并有先天性

冠状动脉异常或自身免疫性疾病，先天性冠状动脉异常多为前

降支瘤样扩张，有文献报道年轻女性患者的 ＡＭＩ的发作有此

特点［７］。

对ＣＡＧ资料结果分析发现：ＣＡＧ示不同吸毒时间的女性

ＡＭＩ患者，多为单支病变，比例明显高于三支病变和主干病

变，其中血管以左前降支病变为最常见病变，其次为右冠状动

脉、回旋支。三支及主干病变在吸毒时间小于５年患者中少

见，随吸毒时间延长，三支及主干病变增加。在发病特点上，不

同吸毒时间的ＡＭＩ患者，既往多无 ＡＭＩ病史，发病前１周多

无反复心绞痛，以急性起病为主，这些患者由于病史较短，缺乏

侧支循环可能是促进ＡＭＩ后发生机械并发症的原因之一。本

研究发现吸毒时间越长，冠状动脉病变以阻塞性病变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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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给予再血管化治疗。

本研究表明部分女性吸毒患者 ＡＭＩ的预后不佳，易发生

猝死及心源性事件，这与其他研究［８１１］结论类似。有研究证明

酗酒、毒品滥用、既往心肌梗死史、前壁心肌梗死预后不良，可

能与患者出院后危险因素控制不佳及常常中断服用抗栓药及

抗心肌缺血药物有关［８１１］。

总之，女性吸毒患者ＡＭＩ患者临床表现较为特殊，除吸毒

外，常常合并多种危险因素，大部分女性患者合并有先天性冠

脉异常或自身免疫性疾病。ＣＡＧ以单支、阻塞性病变为主，前

降支为最常见犯罪血管，治疗方面以再血管化治疗为主，结合

药物抗栓、抗心肌缺血及治疗基础疾病。部分患者短期预后

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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