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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那普利联合卡维地洛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

神经内分泌功能及血管内皮功能的影响研究

赵世明

　　作者单位：４６７０００河南省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４病区

　　 【摘要】　目的　 探讨依那普利联合卡维地洛对慢性心力衰竭 （ＣＨＦ）患者心功能、神经内分泌功能及血管内皮
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３月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ＣＨＦ患者９４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
对照组，各４７例。对照组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采用依那普利治疗，治疗组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依那普利联合
卡维地洛治疗，３个月为１个疗程，共治疗２个疗程。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治疗前后心功能、神经内分泌功能及血
管内皮功能指标，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期间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治疗组患者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 （ｕ＝２５４６，
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左心房内径、左心室射血分数及左心室短轴
缩短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治疗组患者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及左心房
内径小于对照组，左心室射血分数和左心室短轴缩短率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浆肾素活性、血管
紧张素Ⅱ及醛固酮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治疗组患者血浆肾素活性、血管紧张素Ⅱ及醛固
酮水平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充血后肱动脉内径、含服硝酸甘油后肱动脉内径、反应性充血后肱动
脉内径变化率及含服硝酸甘油后肱动脉内径变化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治疗组患充血后肱动
脉内径、含服硝酸甘油后肱动脉内径、反应性充血后肱动脉内径变化率及含服硝酸甘油后肱动脉内径变化率大于对照

组 （Ｐ＜００５）。治疗期间对照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６４％，与治疗组的 ８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结论　依那普利联合卡维地洛能有效改善ＣＨＦ患者心功能、神经内分泌功能及血管内皮功能，从而提高临床
疗效，且安全性较高。

　　 【关键词】　心力衰竭；卡维地洛；依那普利；神经内分泌系统；内皮，血管
　　 【中图分类号】Ｒ５４１６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５９７１２０１６０３００６
　　 赵世明．依那普利联合卡维地洛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神经内分泌功能及血管内皮功能的影响研究 ［Ｊ］．
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６，２４（３）：１９－２２．［ｗｗｗｓｙｘｎｆｎｅｔ］
　　 ＺｈａｏＳＭ．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ｅｎａｌａｐｒｉｌ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ａｒｖｅｄｉｌｏｌｏｎｃａｒｄｉａ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ｏ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Ｊ］．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ａｒｄｉａｃ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Ｐｎｅｕｍａｌａｎｄ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２０１６，２４（３）：１９－２２．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Ｅｎａｌａｐｒｉｌ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ａｒｖｅｄｉｌｏｌｏｎＣａｒｄｉａ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ｏ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　ＺＨＡＯＳｈｉ－ｍ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Ｗａｒｄ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Ｐｉｎｇｄｉｎｇｓｈａｎ，Ｐｉｎｇｄｉｎｇｓｈａｎ４６７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ｅｎａｌａｐｒｉｌ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ａｒｖｅｄｉｌｏｌｏｎｃａｒｄｉａ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ｎｅｕｒｏ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９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Ｐｉｎｇｄｉｎｇｓｈａｎｆｒｏｍ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ｔｏ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ａｎｄ
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ｅａｃｈｏｆ４７ｃａｓｅ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ｆ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ｅｘｔｒａｅｎａｌａｐｒｉｌ，ｗｈｉ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
ｅｎａｌａｐｒｉｌ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ａｒｖｅｄｉｌｏｌ；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ｆｏｒ２ｃｏｕｒｓｅｓ（３ｍｏｎｔｈｓａｓａｃｏｕｒｓ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ｄｅｘｏｆｃａｒｄｉａ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ｏ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ｕ＝２５４６，Ｐ＜００５）．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
ＬＶＥＤＤ，ＬＶＥＳＤ，ＬＡＤ，ＬＶＥＦｏｒＬＶＦＳ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ＬＶＥＤＤ，ＬＶＥＳＤ，ＬＡＤ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ｍａｌｌ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ｌｅＬＶＥＦａｎｄ
ＬＶＦ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９１·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６年３月第２４卷第３期　　投稿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ｙｘｎｆｎｅ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ｒｅｎｉ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Ⅱ ｏｒａｌｄ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
ｗｈｉｌｅｒｅｎｉ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Ⅱ ａｎｄａｌｄ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ｂｒａｃｈｉ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ａｆｔｅｒ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ｏｒｔａｋｉｎｇ
ｎｉｔｒｏｇｌｙｃｅｒｉｎｒ，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ｏｆｂｒａｃｈｉ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ａｆｔｅｒ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ｏｒｔａｋｉｎｇｎｉｔｒｏｇｌｙｃｅｒｉｎｒ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ｂｒａｃｈｉ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ａｆｔｅｒ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ａｋｉｎｇｎｉｔｒｏｇｌｙｃｅｒｉｎｒ，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ｏｆｂｒａｃｈｉ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ａｆｔｅｒ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ａｋｉｎｇｎｉｔｒｏｇｌｙｃｅｒｉｎｒ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６４％，
ｔｈａｔ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８５％，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ｎａｌａｐｒｉｌ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ａｒｖｅｄｉｌｏｌ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ａｒｄｉａ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ｏ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ｉｓｓａｆ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Ｃａｒｖｅｄｉｌｏｌ；Ｅｎａｌａｐｒｉｌ；Ｎｅｕｒｏｓｅｃｒｅｔ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ｕｍ，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慢性心力衰竭 （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ＣＨＦ）是心内
科的常见病及多发病，是大多数器质性心脏病的终末阶

段［１］。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剧、

人们饮食结构及生活习惯的大幅度改变，ＣＨＦ患病人数
及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严重威胁患者的身心健康及生

活质量，且给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２］。目前临床上

治疗ＣＨＦ仍以药物治疗为主，且近年来治疗 ＣＨＦ的新
型药物不断出现，因此探寻有效治疗 ＣＨＦ的用药方案
仍是临床研究热点［３］。有研究显示，依那普利联合卡维

地洛治疗 ＣＨＦ的临床疗效较好。本研究采用依那普利
联合卡维地洛治疗ＣＨＦ，旨在探讨其对患者心功能、神
经内分泌功能及血管内皮功能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３月平顶山
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ＣＨＦ患者９４例，均符合ＣＨＦ的
诊断标准［４］。排除标准：近期有急性心肌梗死、不稳定

型心绞痛、严重慢性阻塞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合并严

重感染、糖尿病、恶性肿瘤、严重肝肾功能障碍患者，

对本研究所用药物过敏或存在禁忌证患者。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４７例，两
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及美国纽约心脏病协会

（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见表１），具有可比性。患者均自愿参加本研究，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且本研究经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强心、利尿、扩血管、
抗感染及对症支持等常规治疗。对照组患者在常规治疗

基础上采用依那普利治疗：马来酸依那普利片 （商品

名：依苏；生产厂家：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规格：５ｍｇ；国药准字 Ｈ３２０２６５６８）初始剂量
为５ｍｇ／次，１次／ｄ，之后每２周增加１倍剂量，最大剂
量为２０ｍｇ／次，３个月为１个疗程。治疗组患者在常规
治疗基础上给予依那普利联合卡维地洛治疗：依那普利

用法同对照组，卡维地洛片 （商品名：枢衡；生产厂

家：宁波天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规格：６２５ｍｇ；国
药准字Ｈ２００５２４２８）初始剂量为３１２５ｍｇ／次，２次／ｄ，
之后每２周增加１倍剂量，最大剂量为２５ｍｇ／次，３个
月为１个疗程。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女）

年龄
（ｘ±ｓ，岁）

病程
（ｘ±ｓ，年）

ＮＹＨＡ心功
能分级（例）

Ⅱ级 Ⅲ级 Ⅳ级
对照组 ４７ ２５／２２ ６２３±８６ ５２±１３ ８ ２９ １０

治疗组 ４７ ２７／２０ ６２３±８６ ５１±１３ ９ ２７ １１

ｔ（χ２）值 ０１７ａ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７ａ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ａ为χ２值；ＮＹＨＡ＝美国纽约心脏病协会

１３　观察指标　两个疗程后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
治疗前后心功能、神经内分泌功能及血管内皮功能指

标，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期间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１３１　临床疗效判定标准［５］　显效：治疗后患者心功
能改善２级以上或心功能达到Ⅰ级标准，患者临床症状
基本消失；有效：治疗后患者心功能改善１级，但心功
能未达到Ⅰ级标准，临床症状有所改善；无效：治疗后
患者心功能改善不明显，临床症状无变化。

１３２　心功能检测方法　采用美国 ＧＥ公司生产的
ＬＯＧＩＱＰ３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检测患者心功能，包
括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左心房

内径、左心室射血分数及左心室短轴缩短率。

１３３　神经内分泌功能检测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免疫
法检测血浆肾素活性、血管紧张素Ⅱ及醛固酮水平，仪
器为郑州安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Ａ２０００全自动化
学发光测定仪。

１３４　血管内皮功能检测方法　采用高分辨率超声检

·０２· ＰＪＣＣＰＶＤ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Ｖｏｌ，２４　Ｎｏ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ｙｘｎｆｎｅｔ



测充血后肱动脉内径、含服硝酸甘油后肱动脉内径、反

应性充血后肱动脉内径变化率及含服硝酸甘油后肱动脉

内径变化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
处理，计量资料以 （ｘ±ｓ）表示，采用两独立样本 ｔ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
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临床疗效　治疗组患者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ｕ＝２５４６，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ｎ（％）〕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对照组 ４７ １９（４０４） １５（３１９） １３（２７７）
治疗组 ４７ ２８（５９６） １７（３６２） 　 ２（４２）　

２２　心功能指标　治疗前两组患者左心室舒张末期内
径、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左心房内径、左心室射血分

数及左心室短轴缩短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治疗后治疗组患者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左心
室收缩末期内径及左心房内径小于对照组，左心室射血

分数和左心室短轴缩短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３　神经内分泌功能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浆肾素活性、
血管紧张素Ⅱ及醛固酮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治疗组患者血浆肾素活性、血管紧
张素Ⅱ及醛固酮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４）。
２４　血管内皮功能　治疗前两组患者充血后肱动脉内
径、含服硝酸甘油后肱动脉内径、反应性充血后肱动脉

内径变化率及含服硝酸甘油后肱动脉内径变化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治疗组患者充
血后肱动脉内径、含服硝酸甘油后肱动脉内径、反应性

充血后肱动脉内径变化率及含服硝酸甘油后肱动脉内径

变化率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见表５）。
２５　不良反应　治疗期间对照组患者出现干咳２例、
头晕１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６４％；治疗组患者出现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功能指标比较 （ｘ±ｓ）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ａｒｄｉａ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组别 例数
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ｍｍ）
治疗前　　　　　治疗后

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ｍｍ）
治疗前　　　　　治疗后

左心房内径（ｍｍ）
治疗前　　　　　治疗后

左心室射血分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左心室短轴缩短率（％）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４７ ６７８０±１３１６ ６０９７±１１５２ ５６５１±１２３２ ４８８５±１２６４ ４９６１±１０４３ ３８４５±９７６ ３５４４±１０６５ ４４２５±１１３８ １６３０±９５７ ２１０４±１０１３

治疗组 ４７ ６７８３±１３１４ ５３２０±８０３ ５６４９±１２３５ ４１１６±９２２ ４９６３±１０４２ ３２３７±８１５ ３５４２±１０６７ ５３８６±１２７０ １６３２±９５４ ２９９５±１１６２

ｔ值 ００１ ３７９ ００１ ３３７ ００１ ３２８ ００１ ３８６ ００１ ３９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神经内分泌功能比较 （ｘ±ｓ）

Ｔａｂｌｅ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ｎｅｕｒｏ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组别 例数
肾素活性（ｎｇ·Ｌ－１·ｈ－１）
治疗前　　　　　　治疗后

血管紧张素Ⅱ（ｎ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醛固酮（ｎ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４７ ２７９±０３０ １８６±０２３ ９６６０±２１３９ ７６３５±１１９２ １３５１４±１６７７ １３３１６±１５７８

治疗组 ４７ ２７６±０３２ １０４±０２１ ９６５５±２１４２ ６０２１±９５４ １３５１９±２０７５ ９５４０±１６６３

ｔ值 ０４７ １８０５ ００１ ７２５ ００１ １１２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５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管内皮功能指标比较 （ｘ±ｓ）

Ｔａｂｌｅ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组别 例数
充血后肱动脉内径 （ｍｍ）
治疗前　 　　治疗后

含服硝酸甘油后

肱动脉内径（ｍｍ）
治疗前　 　　治疗后

反应性充血后肱

动脉内径变化率（％）
治疗前　 　　治疗后

含服硝酸甘油后肱动脉

内径变化率（％）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４７ ３６０±０５２ ３６２±０５０ ３５４±０４２ ３５７±０４５ ５１８±３３７ ７３４±５１５ ４５２±４１６ ６２７±４７５

治疗组 ４７ ３６１±０５３ ４３９±０７８ ３５２±０４０ ４２８±０６６ ５２０±３３６ ２１８９±６７４ ４５３±４１３ １９６５±５３９

ｔ值 ００９ ５７０ ０２４ ６０９ ００３ １１７６ ００１ １２７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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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咳２例、血脂异常２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８５％。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０１５４，Ｐ＞００５）。以上不良反应患者均能耐受，无
需用药可自行缓解。

３　讨论
ＣＨＦ是机体在静脉血回流正常情况下，由于各种致

病因素导致心肌收缩和／或舒张功能障碍而使心排血量
绝对或相对低于全身机体各部分组织代谢需要，具体表

现为肺循环和／或体循环淤血的临床综合征［６］，其主要

病理基础是交感神经系统、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
系统过度激活及心室重塑［７］。临床研究显示，ＣＨＦ发生
及发展的基本机制是心室重塑，而抑制肾素－血管紧张
素－醛固酮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激活能有效逆转心室重
塑，从而延缓心力衰竭进展、改善心功能［８］。

近年来，随着医学界对心脏疾病及 ＣＨＦ发病机制
的深入研究［９］，ＣＨＦ的治疗策略已从以往改善血流动力
学障碍向以阻断神经内分泌激活、改善心室重塑为主的

神经内分泌调控模式转变［１０］。依那普利为血管紧张素

转换酶抑制剂，能有效逆转心室肥厚，延缓心力衰竭，

从而降低ＣＨＦ患者的病死率［１１］。卡维地洛为 β受体阻
滞剂，能有效抑制机体交感神经的过度激活，降低心肌

耗氧量，从而改善心功能［１２］。且卡维地洛与依那普利

在治疗ＣＨＦ时具有协同作用，不但能减轻患者临床症
状，且对心室重塑具有较好的逆转作用，有利于提高患

者的生存率。

本研究采用依那普利联合卡维地洛治疗ＣＨＦ，结果
显示治疗组患者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提示依那普利联

合卡维地洛治疗 ＣＨＦ的临床疗效优于单纯使用依那普
利治疗。本研究进一步观察依那普利联合卡维地洛对患

者心功能、神经内分泌功能及血管内皮功能的影响发

现，治疗后治疗组患者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左心室收

缩末期内径及左心房内径小于对照组，左心室射血分数

和左心室短轴缩短率高于对照组，血浆肾素活性、血管

紧张素Ⅱ及醛固酮水平低于对照组，充血后肱动脉内
径、含服硝酸甘油后肱动脉内径、反应性充血后肱动脉

内径变化率及含服硝酸甘油后肱动脉内径变化率大于对

照组，提示依那普利联合卡维地洛能有效改善患者心功

能、神经内分泌功能及血管内皮功能。分析该机制可能

为依那普利联合卡维地洛通过有效阻断神经内分泌激

活、逆转心室重塑而达到改善心功能的目的，但具体机

制仍需今后的研究进一步证实。

综上所述，依那普利联合卡维地洛能有效改善ＣＨＦ
患者心功能、神经内分泌功能及血管内皮功能，从而提

高临床疗效，且安全性较高。

本文无利益冲突

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欍

氥

氥氥

氥

。

【延伸阅读】

高分辨率超声检测血管内皮功能步骤：患者至

少休息１０ｍｉｎ后测量安静时肱动脉内径，然后用
袖套式充气带在肘关节以下加压至３００ｍｍＨｇ，持
续４～５ｍｉｎ后突然放气，测量放气后１５ｓ时血流
介导的肱动脉内径；患者再休息至少１５ｍｉｎ，待血
管完全恢复正常后于舌下含服硝酸甘油４００μｇ，３
～４ｍｉｎ后再次测量含服硝酸甘油后肱动脉内径。
反应性充血后肱动脉内径变化率 ＝ （血流介导的
肱动脉内径－安静时肱动脉内径）／安静时肱动脉
内径×１００％；含服硝酸甘油后肱动脉内径变化率
＝（含服硝酸甘油后肱动脉内径 －安静时肱动脉
内径）／安静时肱动脉内径×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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