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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探讨冠心病支架植入术后消化道出血的临床处理等相关问题。方法：回顾性分析院内 2013 年 5 月—

2015 年 5 月 100 例冠心病支架植入患者的临床资料，统计分析患者出现消化道出血的发生概率及临床处理效果。结果：在 100

例冠心病支架植入患者中，在进行相关的药物治疗之后，6 例发生消化道出血患者的症状与治疗前相比较得到了显著性改善，P

＜0.05，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冠心病支架植入术后消化道出血的发生概率较大，需要加强后期针对性的治疗，减轻

消化道出血引发的各种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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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management of the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fter the implantation of 

digestive tract hemorrhage.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clinical data of 10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stenting collected from the 

hospital from May 2013 to May 2015 was don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atients with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was done to find the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and the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s. Results：Out of 10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stent implantation 6 patients with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providing the related drugs P<0.05,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s: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hemorrhage in the patients with coronary stent implantation is relatively high, so 

need to strengthen the targeted treatment to reduce the complications caused by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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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栓药物的广泛应用对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对急性冠脉

综合征的临床预防有显著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出血的风险。

平衡出血风险及预防缺血事件，是临床医生急需解决的问题。

为此，本文通过回顾性分析我院所收治的 100 例冠心病支架植

入患者的临床资料，研究探讨冠心病支架植入术后消化道出血

的临床处理等相关问题，现将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本文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3 年 5 月—2015 年 5 月所收治

的 100 例冠心病支架植入患者的临床资料中，男性 60 例，女

性 40 例，年龄 54～81 岁，平均年龄 63.45 岁。本研究均已得

到所有患者及其家属的同意，并在充分告知研究内容的前提下

签订了知情同意书。后期着重统计分析患者出现消化道出血的

发生概率及临床处理效果[1]。 

1.2 方法 

冠心病支架植入术涉及冠脉造影以及介入治疗。患者需要

在进行冠心病支架植入术前 2～3 d 口服适量的阿司匹林及氯

吡格雷。冠脉造影及支架植入术需要以标准技术为主。患者血

小板糖蛋白 IIb/IIa 受体拮抗剂的应用指征为急性冠脉综合征、

糖尿病小血管病变、血栓病变、静脉旁路移植血管病变等[2]。 

另外，本文针对于冠心病支架植入术后消化道出血的患者

临床处理采用的方法为临床用药及随访[3]。一旦出现严重性的

消化道出血症状，需要根据临床具体的情况停用或减少抗凝、

抗血小板药物的剂量。此外，所有的患者都接受了他啶类药物

治疗及危险因素的强化控制。对于出现消化道出血的患者均常

规应用质子泵抑制剂及专科医师的决定急诊内镜检查及内镜

下的止血治疗。并在患者出院后的 4～11 周进行定期电话随访

和门诊[4]。 

1.3 纳入与排除标准 

本文纳入冠心病支架植入术后消化道出血患者标准，主要

纳入冠心病支架植入术成功的患者，同时要求患者术后长期双

联抗血小板治疗者，即阿司匹林及氯吡格雷治疗[5]。排除对阿

司匹林或氯吡格雷过敏、哮喘、血液病、明确活动性的消化性

溃疡、恶性肿瘤、慢性肾病透析者及单用抗血小板药物者。 

1.4 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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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得数据均采取统计学软件 SPSS18.0 加以分析与

处理。同时运用 t 统计量以及 F 统计量进行一系列的检验，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经统计分析发现，在 100 例冠心病支架植入患者中，消化

道发生出血症状的患者有 6 例，其中上消化道出血 4 例，消化

性溃疡 2 例。在进行相关的药物治疗之后，6 例发生消化道出

血患者的症状与治疗前相比较均得到了显著性改善，P＜0.05，

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2 例消化性溃疡分别出现

在随访的 3 个月和 9 个月当中。冠心病支架植入术后消化道出

血患者累计发生率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冠心病支架植入术后消化道出血患者累计发生率  [n（%）] 

随访时间 n 累计发生率 

1 个月 1 1.0 

3 个月 3 3.0 

6 个月 4 4.0 

9 个月 6 6.0 

注：与治疗前相比，*P＜0.05 

3   讨  论 

本文研究探讨冠心病支架植入术后消化道出血的临床处

理等相关问题。通过回顾性分析 100 例冠心病支架植入患者的

临床资料，经统计分析显示相关的方法及药物治疗（冠脉造影、

介入治疗及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可以显著性改善消化道出血

患者的症状。对于如何降低冠心病支架植入术后消化道出血的

发生率并改善预后是当前临床工作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实践调查发现，医生应该在早期识别冠心病支架植入术后

消化道出血的高危患者，例如既往有出血病史、慢性肾脏病、

高风险性的心血管疾病等。同时还可以使用华法林、类固醇激

素等实施适当的临床干预，定期复查，严格掌握长期联合应用

抗血小板药物的适应症，调整有效剂量，从而降低冠心病支架

植入术后消化道出血发生的整体概率。总而言之，冠心病支架

植入术后消化道出血的发生概率较大，需要加强后期针对性的

治疗，减轻消化道出血引发的各种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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