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缬沙坦用于心房颤动伴高血压射频

消融术后的疗效观察

徐晓红　王丽娟　沈利水　胡晓锋　唐礼江

摘　要　目的　观察心房颤动（以下简称房颤）伴高血压患者磁导航引导下射频消融术后应用缬沙坦的临床疗效。方法

入选４６例房颤伴高血压患者在磁导航引导下行射频消融术，术后分为实验组（缬沙坦 ＋氨氯地平）和对照组（氨氯地平），术后随

访 １年，记录心功能改善及房颤复发情况。结果　术后 ３个月、１年随访，两组收缩压均较术前改善，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分别为 ０．２９、０．６８）；术后 ３月时实验组 ＣＲＰ明显低于对照组（５．８±１．８ｍｇ／Ｌｖｓ７．９±２．５ｍｇ／Ｌ，Ｐ＜０．０１），房颤复发率有

减少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４ｖｓ１０，Ｐ＝０．０６０），左心房前后径（ＬＡ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６７）；术后 １年时实验

组 ＬＡＤ（３６．１±２．９ｍｍｖｓ３８．２±３．３ｍｍ，Ｐ＝０．０２）、房颤复发率（２ｖｓ８，Ｐ＝０．０４０）明显低于对照组。术后 ３个月房颤复发 １４

例、术后 １年复发 １０例，复发组患者的持续性房颤比例、术前 ＬＡＤ、随访时 ＬＡＤ均高于未复发组（Ｐ均 ＜０．０５）。结论　房颤类

型、左心房大小是房颤伴高血压患者射频消融术后复发房颤的预测因子之一，缬沙坦可减少术后 １年房颤复发率，特别是可以减

少术后 ３个月 ＣＲＰ及术后 １年 ＬＡＤ，其疗效独立于缬沙坦的降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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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频消融术是心房颤动（以下简称房颤）转律的
主要方法之一，近年来随着消融技术的进步，单次射

频消融术后房颤的复发率约 ２６．７％ ～３４．０％［１，２］
。

而部分患者术后仍需长期口服抗心律失常药物才能

维持窦性心律，后者能否减少复发仍存在争议
［３，４］
。

研究发现，房颤的发生和维持伴有心房的电重构和结

构重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ＡＣＥＩ）／血管紧张
素Ⅱ受体拮抗剂（ＡＲＢ）可以通过抑制（肾素 －血管
紧张素 －醛固酮）ＲＡＡＳ系统改善心房重构，其预防
新发房颤的作用已得到认可

［５～８］
。但是对于房颤伴

高血压患者射频消融术后使用 ＡＣＥＩ／ＡＲＢ能否预防
房颤的复发目前仍没有统一的结论

［７，８］
。本研究入

选笔者医院磁导航引导下行房颤射频消融术的阵发

性／持续性房颤伴高血压患者，通过随访术后房颤复

·２７·

　·论　　著· ＪＭｅｄＲｅｓ，Ｊｕｎ２０１８，Ｖｏｌ．４７Ｎｏ．６　　



发情况，判断缬沙坦能否减少射频消融术后房颤的复

发。

资料与方法

１．资料：选择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２０１６年４月在笔者
医院行房颤射频消融术后房颤伴高血压患者，所有患

者符合以下入选标准：房颤持续时间 ＜１年、ＬＡＤ＜
４５ｍｍ、术前７２ｈ内食道超声排除左心房血栓；排除标
准包括：＞８０岁、瓣膜性心脏病、严重心力衰竭、未控
制的甲状腺功能异常、中重度肝功能不全、起搏器术

后、肾功能不全［ｅＧＦＲ＜３０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或肌
酐 ＞２００μｍｏｌ／Ｌ］。

２．手术过程：本研究患者在磁导航指导下行射频
消融术，局部麻醉下经右侧股静脉穿刺部位送房间隔

穿刺针行房间隔穿刺，根据双侧肺静脉造影、ＣＡＲＴＯ
三维标测系统构建的左房模型及电位特点，磁导航导

管在专用软件指导下分别行环肺静脉电学隔离、三尖

瓣峡部线性消融（磁导航导管的进出、旋转等动作均

由操作者借助磁导航专用软件通过二维、三维导航、

“牛眼”视图导航等方式完成），若检测出碎裂电位

（ＣＦＡＥ），同时行 ＣＦＡＥ消融。患者以恢复窦性心律
并且反复难以诱发房颤律作为消融终点。

３．围术期药物治疗：所有患者入院后降压药均改
为氨氯地平口服，目标收缩压 １３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０１３３ｋＰａ），术后随机分为实验组（缬沙坦 ＋氨氯地
平）和对照组（氨氯地平），根据血压调整降压药剂

量。所有患者术后３个月口服抗心律失常药物（可达
龙：第 １周 ２００ｍｇ３次／日、第２周２００ｍｇ２次／日、第
３周２００ｍｇ１次／日共维持 ３个月）和抗凝药（华法
林，监测国际化标准比值 ＩＮＲ２．０～３．０；或达比加群
酯 １１０ｍｇ２次／日），并按 ＣＨＡ２ＤＳ２－ＶＡＳｃ评分、
ＨＡＳ－ＢＬＥＤ评分综合判断是否需长期抗凝治疗。

４．观察指标：术前收集患者的基本临床资料，检
测 ＣＲＰ、肌酐、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动态血压、心脏多普勒
超声（左心室长轴切面测量 ＬＡＤ、胸骨旁左心室长
轴切面测量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 ＬＶＥＤＤ、Ｓｉｍｐｓｏｎ
法测量左心室射血分数 ＬＶＥＦ）等临床指标；术后观
察患者症状改善程度，有心悸症状时及时行心电图

确定是否有房颤复发；术后 ３个月、１年复查动态心
电图、动态血压、ＬＡＤ、ＬＶＥＤＤ、ＬＶＥＦ、ＣＲＰ。本研究
临床研究终点为术后 ３个月、１年房颤的复发（所有
有心悸症状并经心电图证实或经 Ｈｏｌｔｅｒ证实的房
颤）。

５．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ｘ±ｓ）表示，组
内及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或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基本资料：研究共入选 ４６例房颤伴高血压患

者，实验组 ２３例、对照组 ２３例，其中阵发性房颤 ２７
例，持续性房颤１９例，平均年龄 ５７．５±１１．５岁，ＬＡＤ
３８．５±３．４ｍｍ，伴有冠心病 ７例、糖尿病 ８例。两组
患者的基础资料如性别、年龄、ＬＡＤ、ＥＦ、平均收缩压
及伴随疾病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２．射频消融疗效比较：４６例患者在磁导航指导
下均成功行射频消融术，术后 １例患者（术后分到对
照组，持续性房颤患者，术前 ＬＡＤ４４．２ｍｍ）仍可诱发
出房颤，经电复律转为窦性心律。住院期间２例患者
出现心房扑动或者房颤（实验组１例，持续性房颤、术
前 ＬＡＤ４４．２ｍｍ；对照组１例，持续性房颤伴糖尿病、
术前 ＬＡＤ３３ｍｍ、ＢＭＩ２９．１ｋｇ／ｍ２），均予静脉可达龙
成功转为窦性心律。

３．随访情况：术后 ３个月随访，实验组房颤复发
４例，对照组１０例（Ｐ＝０．０６０），两组患者的平均收缩
压、ＣＲＰ、ＬＡＤ均较基础值改善（Ｐ＜０．０１），其中与对
照组 相比，实验 组 ＣＲＰ降低更 明显 （－７．６±
－４．６ｍｇ／Ｌｖｓ－５．１±－３．１ｍｇ／Ｌ，Ｐ＝０．０４０）。术后
１年随访时，实验组房颤共复发 ２例，对照组 ８例
（Ｐ＝０．０４０）；两组患者的平均收缩压、ＣＲＰ、ＬＶＤＥｄ
较基础改善明显（Ｐ＜０．０５），且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实验组术后 １年平均 ＬＡＤ３６．１±２．９ｍｍ，较
对照组３８．２±３．３ｍｍ明显缩小（Ｐ＝０．０２０），平均 ＥＦ
亦优于对照组（５７．０％ ±３．３％ ｖｓ５３．９％ ±３．３％，Ｐ＜
０．０１，表２）。
　　４．房颤预测因子：本研究 ４６例房颤行射频消融
术，术后３个月房颤共复发１４例，未复发 ３２例，对比
发现，复发组持续性房颤比例（７１．４％ ｖｓ２８．１％）、术
前 ＬＡＤ（４１．９±１．７ｍｍｖｓ３７．０±２．７ｍｍ）、术后 ３个
月 ＬＡＤ（４０．７±１．７ｍｍｖｓ３６．３±２．１ｍｍ）、术后 ３个
月 ＣＲＰ（８．６±２．７ｍｇ／Ｌｖｓ６．１±１．８ｍｇ／Ｌ）均高于未
复发组患者（Ｐ均 ＜０．０１），复发组的缬沙坦使用率略
低于未复发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２８．６％ ｖｓ
５９４％，Ｐ＝００６），两组患者术后 ３个月平均收缩
压、ＥＦ、ＬＡＤ改善情况、β受体阻滞剂使用情况组间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 １年随访时，４６例患
者中１０例房颤复发，３６例未复发，复发组患者持续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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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患者一般资料［ｘ±ｓ，ｎ（％）］

项目 对照组（ｎ＝２３） 实验组（ｎ＝２３） 全部（ｎ＝４６） Ｐ
男性 １４（６１） １５（６５） ２９（６３） ０．７６
年龄（岁） ６７．０±５．７ ６７．３±２．３ ５７．５±１１．５ ０．８３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３．５±０．７ ３．３±０．６ ２３．６±１．９ ０．２６
吸烟 ８（３４．８） ７（３０．４） １５（３２．６） ０．１３
糖尿病 ４（１７．４） ４（１７．４） ８（１７．４） １．００
冠心病 ３（１３．０） ４（１７．４） ７（１５．２） ０．６８
平均收缩压（ｍｍＨｇ） １３２．５±７．７ １３３．２±６．２ １３２．８±７．０ ０．７４
阵发性房颤 １３（５６．５） １４（６０．９） ２７（５８．７） ０．７７
房颤病程（月） １３．０±９．８ １２．５±１０．５ １２．７±１０．０ ０．８６
ＬＡＤ（ｍｍ） ３８．５±３．４ ３８．６±３．３ ３８．５±３．４ ０．９３
ＬＶＥＤｄ（ｍｍ） ５０．７±３．５ ４９．３±２．６ ５０．０±２．７ ０．１０
ＬＶＥＦ（％） ５３．８±５．１ ５５．６±４．２ ５４．７±４．７ ０．２０
ＩＶＳｄ（ｍｍ） １１．０±０．６ １１．０±０．４ １１．０±０．５ ０．８５
肌酐 ７２．３±２１．８ ７５．３±２２．２ ７３．８±２１．８ ０．６４
术后 ＣＲＰ（ｍｇ／Ｌ） １２．９±３．８ １３．４±４．９ １３．２±４．３ ０．３７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１００．０ ６３９．６±４２２．３ ６２７．９±３６８．０ ０．２１
治疗药物

　β受体阻滞剂 ９（３９．１） ８（３４．８） １７（３７） ０．７６
　ＡＣＥＩ／ＡＲＢ ９（３９．１） １０（４３．５） １９（４１．３） ０．７７
　ＣＣＢ １７（７３．９） １６（６９．６） ３３（７１．７） ０．７４
　他汀 ３（１３） ４（１７．４） ７（１５．２） ０．６８
　地高辛 ３（１３．０） ２（８．７） ５（１０．９） ０．６４

　　ＮＹＨＡ．纽约心功能分级；ＬＡＤ．左心房前后径；ＬＶＥＦ．左心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Ｄｄ．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ＩＶＳｄ．室间隔收缩期厚度；ＡＣＥＩ．血管紧

张素转换酶抑制剂；ＡＲ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ＣＣＢ．钙离子拮抗剂

表 ２　患者随访结果［ｘ±ｓ，ｎ（％）］

项目 对照组（ｎ＝２３）实验组（ｎ＝２３） Ｐ
术后３个月
　平均收缩压（ｍｍＨｇ） １２４．７±６．８ １２６．６±５．２ ０．２９
　ＣＲＰ（ｍｇ／Ｌ） ７．９±２．５ ５．８±１．８ ＜０．０１
　ＣＲＰ改善（ｍｇ／Ｌ） －５．０±－３．１ －７．６±－４．６ ０．０４
　ＬＡＤ（ｍｍ） ３７．８±２．９ ３７．４±２．８ ０．６７
　ＬＡＤ改善（ｍｍ） －０．７±－０．８ －１．１±－０．８ ０．１１
　ＥＦ（％） ５４．２±３．８ ５６．２±３．５ ０．０６
　ＬＶＥＤｄ（ｍｍ） ５０．３±２．７ ４９．０±２．５ ０．１０
　房颤复发 １０（４３．５） ４（１７．４） ０．０６
术后１年
　平均收缩压（ｍｍＨｇ） １２６．５±６．４ １２７．３±６．４ ０．６８
　ＣＲＰ（ｍｇ／Ｌ） ６．６±２．５ ５．６±２．７ ０．２１
　ＬＡＤ（ｍｍ） ３８．２±３．３ ３６．１±２．９ ０．０２
　ＬＡＤ改善（ｍｍ） －０．３±－０．８ －２．５±－１．１ ＜０．０１
　ＥＦ（％） ５３．９±３．３ ５７．０±３．３ ＜０．０１
　ＬＶＥＤｄ（ｍｍ） ４９．８±２．１ ４８．８±２．２ ０．１１
　房颤复发 ８（３４．８） ２（８．７） ０．０４

性房颤比例（７００％ ｖｓ３３．３％）、术前 ＬＡＤ（４１．４±
３．１ｍｍｖｓ３７．７±２．９ｍｍ）、术后１年 ＬＡＤ（４１．１±２．８
ｍｍｖｓ３６．０±２４ｍｍ）均高于未复发组患者（Ｐ均 ＜
０．０１），缬沙坦使用率（２０．０％ ｖｓ５８．３％，Ｐ＝０．０４）、１
年 ＬＡＤ改善情况（－０．３±－１．３ｍｍ ｖｓ－１．７±
－１．４ｍｍ，Ｐ＜０．０１），均低于未复发组，而两组术后 １

年平均收缩压、ＥＦ、ＣＲＰ、β受体阻滞剂使用情况组间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３）。

表 ３　房颤复发预测因子［ｘ±ｓ，ｎ（％）］

项目 未复发组 复发组 Ｐ

术后３个月 ｎ＝３２ ｎ＝１４

　阵发性房颤 ２３（７１．９） ４（２８．６） ＜０．０１

　术前 ＬＡＤ（ｍｍ） ３７．０±２．７ ４１．９±１．７ ＜０．０１

　３个月 ＬＡＤ（ｍｍ） ３６．３±２．１ ４０．７±１．７ ＜０．０１

　３个月 ＬＡＤ改善（ｍｍ） －０．７±－０．８ －１．２±－０．９ ０．０８

　３个月 ＥＦ（％） ５５．６±４．０ ５４．３±３．０ ０．２５

　３个月 ＣＲＰ（ｍｇ／Ｌ） ６．１±１．８ ８．６±２．７ ＜０．０１

　缬沙坦 １９（５９．４） ４（２８．６） ０．０６

　β受体阻滞剂 １０（３１．３） ３（２１．４） ０．５０

　平均收缩压（ｍｍＨｇ） １２５．０±６．２ １２７．１±５．８ ０．２８

术后１年 ｎ＝３６ ｎ＝１０

　阵发性房颤 ２４（６６．７） ３（３０．０） ０．０４

　术前 ＬＡＤ（ｍｍ） ３７．７±２．９ ４１．４±３．１ ＜０．０１

　１年 ＬＡＤ（ｍｍ） ３６．０±２．４ ４１．１±２．８ ＜０．０１

　１年 ＬＡＤ改善（ｍｍ） －１．７±－１．４ －０．３±－１．３ ＜０．０１

　１年 ＥＦ（％） ５６．０±３．７ ５３．７±２．９ ０．０８

　１年 ＣＲＰ（ｍｇ／Ｌ） ６．０±２．５ ６．５±３．０ ０．５７

　缬沙坦 ２１（５８．３） ２（２０．０） ０．０４

　β受体阻滞剂 １３（３６．１） ３（３０．０） ０．７２

　平均收缩压（ｍｍＨｇ） １２６．５±６．６ １２８．１±５．３ 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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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本研究入选４６例磁导航引导下行射频消融术的

房颤伴高血压患者，术后分别予缬沙坦 ＋氨氯地平、
氨氯地平降压治疗，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平均收缩压

均较术前降低，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 １年
随访时，缬沙坦组房颤复发率、左心房前后径较对照

组明显减少。

高血压本身是房颤的重要危险因素，约占房颤病

因的１４％，日本最新发表的大样本观察性研究发现，
高血压患者平均随访 ４．６年的新发房颤发生率约
５１％，多因素回归分析提示低龄、ＲＡＡＳ阻断剂是减
少房颤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Ｐ分别为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８）［５］。２０１３年 ＥＳＣ高血压指南推荐将 ＡＣＥＩ／
ＡＲＢ作为高血压预防房颤的首选降压药［６］

。本研究

入选房颤伴高血压患者共 ４６例，在磁导航指导下均
成功行房颤射频术，术后 １年房颤总复发率为
２１７％，与当前房颤射频消融术后复发率相一
致

［１，２］
。实验组术后 ３个月房颤复发率略低于对照

组（４ｖｓ１０，Ｐ＝０．０６０）、１年房颤复发率明显低于对
照组（２ｖｓ８，Ｐ＝０．０４０），但两组患者组间平均收缩
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 ３个月 １２６．６±５．２ｍｍＨｇ
ｖｓ１２４．７±６８ｍｍＨｇ，Ｐ＝０．２９０；术后 １年 １２７．３±
６４ｍｍＨｇｖｓ１２６．５±６．４ｍｍＨｇ，Ｐ＝０．６８０），提示实验
组减少房颤复发的机制独立于其降压疗效

［９］
。

研究表明，房颤可以通过促使 ＲＡＡＳ系统激活来
导致心房组织纤维化及左心房增大，引起心房的电重

构和结构重构，左心房大小被认为是预测房颤复发的

主要因素之一
［５，７～８，１０～１２］

。Ｚｈｕａｎｇ等［１０］
纳入了 ２２个

观察性研究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发现扩大的左心房内径
可增加单次环肺静脉消融术后房颤复发的风险。本

研究中术后３个月、１年房颤复发患者的左心房 ＬＡＤ
亦明显大于未复发者。抑制 ＲＡＡＳ系统可以延缓或
逆转心房电重构或结构重构，奠定了 ＡＣＥＩ／ＡＲＢ在
预防房颤发生和复发的理论基础

［７，８，１３，１４］
。Ｕｅｎｇ

等
［１５］
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研究，观察依那普利对慢

性房颤患者电转复后维持窦性心律的影响，１４５例患
者被随机分为胺碘酮组（７５例）和胺碘酮 ＋依那普利
组（７０例），８６．２％患者被成功电复律为窦性心律，术
后３０天、２７０天随访，依那普利组房颤复发率均明显
低于对照组（１６．７％ ｖｓ３８．７％，２５．７％ ｖｓ４２．７％，Ｐ
均 ＜０．０５）。

此外，对于行射频消融术的房颤患者，术后 ３个
月即空白期内房颤的早期复发率约为 ３５％ ～４５％，

目前认为可能与射频消融后心房水肿、炎症、损伤部

位细胞功能不全和潜在的致心律失常作用有关
［１６］
。

ＡＲＢ的作用靶点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１（ＡＴ１Ｒ）
的作用主要包括介导血管收缩、细胞外基质形成、炎

症、心脏肥厚等，而 ＡＲＢ在阻断 ＡＴ１Ｒ的同时激活
ＡＴ２Ｒ，后者在动脉粥样硬化中被认为具有抗炎和抗
增殖作用

［１７，１８］
。本研究结果显示，４６例患者术后 ３

个月房颤复发率 ３０．４％，与 Ｏｒａｌ等［１６］
研究结果一

致，实验组房颤复发率低于对照组 （１７．４％ ｖｓ
４３５％，Ｐ＝０．０６０），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本
研究样本量较少有关；两组患者左心房大小均较术前

减少，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１±
－０８ｍｍｖｓ－０．７±－０．８ｍｍ，Ｐ＝０．１１０），实验组术
后３个月 ＣＲＰ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提示缬沙
坦减少术后３个月房颤复发的机制可能与缬沙坦抑
制 ＡＴ１Ｒ、激活 ＡＴ２Ｒ，减少心肌组织炎性反应有关。
术后１年随访时，两组患者房颤复发率分别为 ８．７％
和３４．８％（Ｐ＝０．０４０），实验组左心房前后径缩小较
对照组明显，ＣＲ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术后 １年
缬沙坦减少房颤复发可能与缬沙坦逆转左心房结构

重构、减少左心房大小有关，而消融 ３个月以后两组
心肌损伤均已修复，ＣＲ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此外，持续性房颤患者中，电生理和解剖学异常

的不可逆性使得房颤反复甚至持续发作，因此，射频

消融治疗的成功率及术后抗重构治疗的有效性在这

些慢性房颤患者中是有限的
［１９，２０］

。Ｄ′Ａｓｃｅｎｚｏ等［２０］

通过 Ｍｅｔａ分析发现，持续性心房颤动患者射频消融
术后的复发率高于阵发性房颤患者（ＯＲ＝１．７８，
９５％ＣＩ：１．１４～２．７７），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房颤类型、左心房直径是房颤伴高血

压患者射频消融术后复发房颤的预测因子之一，缬沙

坦可减少术后房颤复发率，其疗效独立于降压作用，

与缬沙坦减少左心房炎性反应、改善左心房结构重构

相关，建议房颤射频消融术后加用 ＡＣＥＩ／ＡＲＢ减少
房颤复发。

参考文献

１　ＣｏｓｅｄｉｓＮｉｅｌｓｅｎＪ，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ｓｅｎＡ，ＲａａｔｉｋａｉｎｅｎＰ，ｅｔａｌ．Ｒａｄｉｏ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ｙ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ａｓｉｎｉｔｉ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ｐａｒｏｘｙｓｍａｌ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Ｊ］．
ＮＥｎｇｌＪＭｅｄ，２０１２，３６７（１７）：１５８７－１５９５

２　ＯｐｏｌｓｋｉＧ，Ｊａｎｕｓｚｋｉｅｗｉｃｚ，ＳｚｃｚｅｒｂａＥ，ｅｔａｌ．Ｒｅ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ｐｅａ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ａｆｔｅｒ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Ｊ］．ＣａｒｄｉｏｌＪ，
２０１５，２２（６）：６３０－６３６

３　ＲｏｒｄｏｒｆＲ，ＳａｖａｓｔａｎｏＳ，ＧａｎｄｏｌｆｉＥ，ｅｔａ１．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Ｊ］．Ｊ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Ｍｅｄ，
２０１２，１３（１）：９－１５

·５７·

　　医学研究杂志　２０１８年 ６月　第 ４７卷　第 ６期 ·论　　著·　



４　ＫｏｎｄｏＴ，ＭｉａｋｅＪ，ＫａｔｏＭ，ｅ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ｏｓｔ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ａｎｔｉａｒ
ｒｈｙｔｈｍｉｃｄｒｕｇ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ｉｔｈｂｅｐｒｉｄｉｌｏｎ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ｉｎｕｓｒｈｙｔｈｍａｆｔｅｒ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Ｊ］．Ｊ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６，
６８（３）：２２９－２３５

５　ＨｏｒｉｏＴ，ＡｋｉｙａｍａＭ，ＩｗａｓｈｉｍａＹ，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ｎｉｎ－
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ｏｎｎｅｗ－ｏｎｓｅｔ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ｙｐｅｒ
ｔｅｎｓ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ｓｃｏｒ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ＨｕｍＨｙ
ｐｅｒｔｅｎｓ，２０１７，３１（７）：４５０－４５６

６　ＭａｎｃｉａＧ，ＦａｇａｒｄＲ，Ｎａｒｋｉｅｗｉｃｚ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ＥＳＨ／ＥＳＣ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Ｊ］．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２２
（４）：１９３－２７８

７　ＮａｉｒＧＭ，ＮｅｒｙＰＢ，ＲｅｄｐａｔｈＣＪ，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ｒｅｎｉｎ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Ｊ］．ＪＡｔｒ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４，６（６）：９７２

８　ＲｏｓｅｎＢＤ，ＡｋｏｕｍＮ，ＢｕｒｇｏｎＮ，ｅｔａｌ．Ｒｅｎｉｎ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ｉｎｂｌｏｃｋｅｒｐｒ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ｆｔｅｒ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ｖｅｉｎ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ｐａｒｏｘｙｓｍａｌａｎｄ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Ｊ］．ＪＡｔｒＦｉｂｒｉｌｌａ
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６（３）：８９８

９　ＣａｌｋｉｎｓＨ，ＫｕｃｋＫＨ，Ｃａｐｐａｔｏ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ＨＲＳ／ＥＨＲＡ／ＥＣＡＳＥｘ
ｐｅｒｔ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ａｎｄ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ｒｉａｌｆｉ
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ｅｎｄ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ｒｉ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Ｊ］．Ｅｕｒｏｐａｃｅ，２０１２，１４（４）：５２８－６０６

１０　ＺｈｕａｎｇＪ，ＷａｎｇＹ，ＴａｎｇＫ，ｅｔ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ｅｆｔａｔｒｉａｌｓｉｚｅ
ａｎｄ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ｆｔｅｒｓｉｎｇｌｅ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ｖｅｉｎ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Ｅｕｒｏｐａｃｅ，２０１２，１４（５）：６３８－６４５

１１　ＢｅｒｇａｕＬ，ＶｏｌｌｍａｎｎＤ，ＬｕｔｈｊｅＬ，ｅ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ｅｆｔａｔｒ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ｓａｇｏｏ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ｆｒｏｍ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Ｊ］．Ｉｎ
ｄｉａｎＰａｃ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Ｊ，２０１４，１４（４）：１８１－１９３

１２　ＮｊｏｋｕＡ，ＫａｎｎａｂｈｉｒａｎＭ，ＡｒｏｒａＲ，ｅｔａｌ．Ｌｅｆｔａｔｒｉ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ｆｔｅｒ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ｔａ－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Ｅｕｒｏｐａｃｅ，２０１７，３３：９９７－１００４

１３　ＳｈａｈｉｄＦ，ＬｉｐＧＹＨ，ＳｈａｎｔｓｉｌａＥ．Ｒｅｎｉｎ－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ｂｌｏｃｋａｄｅｉｎａｔ

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ｗｈｅｒｅａｒｅｗｅｎｏｗ？［Ｊ］ＪＨｕｍ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２０１７，３１
（７）：４２５－４２６

１４　ＳｅｃｃｉａＴＭ，ＣａｒｏｃｃｉａＢ，ＭｕｉｅｓａｎＭＬ，ｅｔａｌ．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ｒ
ｔｅｒｉａ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ｃｏｍｍｏｎｄｕｅｔｗｉｔｈ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ｒｅｎｉｎ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ａｌｄ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ｐｌａｙ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Ｊ］．ＩｎｔＪ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６，２０６：７１－７６

１５　ＵｅｎｇＫＣ，ＴｓａｉＴＰ，ＹｕＷＣ，ｅｔａｌ．Ｕｓｅｏｆｅｎａｌａｐｒｉｌｔｏ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ｓｉｎｕｓ
ｒｈｙｔｈｍ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ａｆｔｅｒ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ａｒｄｉｏ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ｌｏｎｇ－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ｅｒ
ｓｉｓｔｅｎｔ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ｐｒｏｐｅｓｔｉｖ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ｓｔｕｄｙ
［Ｊ］．ＥｕｒＨｅａｒｔＪ，２００３，２４（２３）：２０９０－２０９８

１６　ＯｒａｌＨ，ＣｈｕｇｈＡ，ＬｅｍａｌａＫ，ｅｔａ１．Ｎｏｎｉｎｄｕｃ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ａｎｅｎｄｐｏｉｎｔｏｆｌｅｆｔａｔｒｉａｌ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ａｒｏｘｙｓｍａｌａｔ
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ｓｔｕｄｙ［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１１０（１８）：
２７９７－２８０１

１７　ＴａｋａｔａＨ，ＹａｍａｄａＨ，ＫａｗａｈｉｔｏＨ，ｅｔａ１．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ＩＩ
ｔｙｐｅ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ｓ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ｖｉａａｋｉｎｉｎ／ＮＯ－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Ｊ］．ＪＲｅｎｉｎ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ＡｌｄｏｓｔｅｒｏｎＳｙｓｔ，２０１５，１６（２）：
３１１－３２０

１８　Ｋｏｌａｋｏｖｉ′ｃＡ，Ｓｔａｎｋｏｖｉ′ｃＡ，Ｄｊｕｒｉ′ｃＴ，ｅｔａｌ．Ｇｅｎｄ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ＩＩｔｙｐｅ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１３３２Ａ／Ｇｇｅｎｅｐｏｌｙｍｏｒ
ｐｈｉｓｍａｎ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Ｊ］．ＪＳｔｒｏｋｅＣｅｒｅｂｒｏｖａｓｃ
Ｄｉｓ，２０１６，２５（７）：１６２２－１６３０

１９　ＫａｍｐａｋｔｓｉｓＰＮ，ＯｉｋｏｎｏｍｏｕＥＫ，ＹＣｈｏｉＤ，ｅ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ｇａｎｇｌｉ
ｏｎａｔｅｄｐｌｅｘｉ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ｖｅｉｎ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ａｒｏｘ
ｙｓｍａｌｖｅｒｓｕｓ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ａｎｄｏｍ
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ｓ［Ｊ］．ＪＩｎｔｅｒｖＣａｒ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２０１７，
２３：１７７－１８１

２０　Ｄ′ＡｓｃｅｎｚｏＦ，ＣｏｒｌｅｔｏＡ，Ｂｉｏｎｄｉ－ＺｏｃｃａｉＧ，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ｒｅｌｉ
ａｂｌ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ｏｆ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ａｂ
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ＩｎｔＪ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３，１６７（５）：１９８４－
１９８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１４）
（修回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１７）

（接第 ８７页）
４　ＭａｒｔíｎｅｚＣ，ＯｒｔｉｚＡＭ，ＪｕａｒｒａｎｚＹ，ｅｔａｌ．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ｖａｓｏ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ｐｅｐｔｉｄｅａｓａ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ｍａｒｋｅｒｉｎｅａｒｌｙ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Ｊ］．ＰＬｏＳ
Ｏｎｅ，２０１４，９（１）：ｅ８５２４８

５　郑冬梅．奥美拉唑、泮托拉唑、兰索拉唑治疗胃溃疡疗效比较
［Ｊ］．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４，２３（２２）：２４６１－２４６３

６　ＳｒｅｉｄｅＫ，ＴｈｏｒｓｅｎＫ，ＳｒｅｉｄｅＪ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ｓｕｒｇｅｒｙｆｏｒ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ｅｄｐｅｐｔｉｃｕｌｃｅｒ［Ｊ］．ＢｒｉｔｉｓｈＪＳｕｒｇ，
２０１４，１０１（１）：ｅ５１－ｅ６４

７　ＭｈａｓｋａｒＲＳ，ＲｉｃａｒｄｏＩ，ＡｚｌｉｙａｔｉＡ，ｅ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ｐｙｌｏｒｉ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ｐｔｉｃｕｌｃ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Ｊ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２０１３，５（２）：６０－６７

８　ＪｏｓéＲ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Ａｒａｎｚａｌｅｚ，ＧｅｒａｌｄｏＥＳｉｌｖｅｉｒａＡｌｖｅｓ．Ｅｑｕｉｎｅｇａｓｔｒｉｃ
ｕｌｃｅｒ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ａｓｐｅｃｔｓ［Ｊ］．ＲｅｖｉｓｔａＣｏ
ｌｏｍｂｉａｎａＤｅＣｉｅｎｃｉａｓＰｅｃｕａｒｉａｓ，２０１４，２７（３）：１５７－１６９

９　ＧｏｎａＳＫ，ＡｌａｓｓａｎＭＫ，ＭａｒｃｅｌｌｉｎＫＧ，ｅｔａｌ．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ｅｄｐｅｐｔｉｃｕｌｃｅｒ：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ｙｏｆ
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ｍｏｎｇｂｌａｃｋ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ｉｎｃｔｅｄ′ｉｖｏｉｒｅ［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Ｒｅ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１６，２０１６（２）：１－７

１０　ＡｈｎＪＹ，ＣｈｏｉＣＨ，ＬｅｅＪＷ，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
ｗｉｔｈｌａｎｓｏｐｒａｚｏｌｅａｎｄｅｃａｂｅｔｓｏｄｉｕｍ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ｉａｔｒｏｇｅｎｉｃｇａｓｔｒｉｃｕｌｃｅｒ
ａｆｔｅｒ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Ｊ］．ＪＤｉｇｅｓｔＤｉｓ，２０１５，１６（２）：７５－８２
１１　ＫｉｔａｇａｗａＴ，ＳａｔｏＫ，ＹｏｋｏｕｃｈｉＹ，ｅｔａｌ．Ａｃａｓｅｏｆｌａｎｓｏｐｒａｚｏｌｅ－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ｏｕｓｃｏｌｉｔｉｓｗｉｔｈ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ｕｌｃｅｒ［Ｊ］．Ｊ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ＬｉｖｅｒＤｉｓ，２０１３，２２（１）：９

１２　ＫａｗａｉＴ，ＡｓｈｉｄａＫ，ＭｉｚｏｋａｍｉＹ，ｅｔａｌ．Ｔｕ１０５５ＴＡＫ－４３８ｖｅｒｓｕｓ
ｌａｎｓｏｐｒａｚｏｌｅ１５ｍｇｆｏｒ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ｐｔｉｃｕｌｃｅ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ｌｏｗ－ｄｏｓｅａｓｐｉｒｉ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ｐｈａｓｅ３ｔｒｉａｌ［Ｊ］．Ｇａｓｔｒｏ
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１４，１４６（５）：Ｓ７３９

１３　ＺｈｏｎｇｋａｉＬ，ＪｉａｎｘｉｎＹ，ＷｅｉｃｈａｎｇＣ．Ｖａｓｏ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ｐｅｐｔｉｄ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ｇｕｔｂａｒｒｉ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ｓｅｖｅｒｅａｃｕｔｅ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Ｊ］．
ＭｏｌＢｉｏｌＲｅｐ，２０１２，３９（４）：３５５７－３５６３

１４　ＪｎｓｓｏｎＭ，ＮｏｒｒｇｒｄＯ，ＦｏｒｓｇｒｅｎＳ．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ｖａｓｏａｃ
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ｐｅｐｔｉｄｅｉｎ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ｌｉｔｉｓ：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
ｍａｒｋｅｄｌｙｉｎｆｌａｍｅｄｃｏｌｏｎ［Ｊ］．ＤｉｇｅｓｔＤｉｓＳｃｉ，２０１２，５７（２）：３０３－
３１０

１５　ＨａｒｉｋｒｉｓｈｎａｎＬＳ，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Ｎ，ＫａｙｓｅｒＬＥ，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ｍａｌｌ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ｓｏｆｖａｓｏ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ｐｅｐ
ｔｉｄ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１（ＶＩＰＲ１）［Ｊ］．Ｂｉｏ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ｅｄＣｈｅｍＬｅｔｔ，２０１２，２２
（６）：２２８７－２２９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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