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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地区早发冠心病血瘀证临床流行病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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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心病是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多发疾病之一，发病率及死亡率呈上升趋势，且发病越来越年轻化。冠心

病发病年龄男性≤５５岁，女性≤６５岁，称为早发冠心病（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ＣＡＤ）。血瘀证是冠

心病最常见的证型之一，本文对湖南地区ＰＣＡＤ血瘀证血脂血糖、血流变、ＢＭＩ等临床资料进行分析，以揭示

ＰＣＡＤ血瘀证相关危险因素及血瘀证各亚型证候特征，为ＰＣＡＤ的早期预防与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共调查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４月患者３２２例，其中家系ＰＣＡＤ血瘀证组５１例（男３１例，女２０例），平

均年龄（５３．９５±４．０５）岁；家系非ＰＣＡＤ血瘀证组５５例（男３２例，女２３例），平均年龄（６１．３５±４．８５）岁；家系

ＰＣＡＤ非血瘀证组６０例（男３８例，女２２例），平均年龄（５９．４５±４．６３）岁；非家系ＰＣＡＤ血瘀证组１５６例（男８９例，

女６７例），平均年龄（５８．１８±３．５７）岁。健康对照组６０例（男３５例，女２５例），平均年龄（５３．８１±５．６５）岁。经统

计，组间性别、年龄比较无显著差异，具有可比性（犘＞０．０５）。

【目的】　调查ＰＣＡＤ血瘀证患者相关危险因素及各亚型证特征。

【方法】　对３２２例ＰＣＡＤ患者进行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并应用秩和检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资料分析

研究。

【结果】　（１）ＰＣＡＤ血瘀证存在明显的脂类代谢异常；ＰＣＡＤ血瘀证比晚发冠心病血瘀证存在更显著的脂类

代谢和血流变异常；（２）ＢＭＩ、吸烟、ＴＧ、ＬＤＬ、高血压是ＰＣＡＤ血瘀证的危险因素；（３）ＰＣＡＤ血瘀证各亚型血瘀证

积分，从高到低依次是痰浊血瘀证、气虚血瘀证、气滞血瘀证、阴虚血瘀证（犘＜０．０５）；（４）ＰＣＡＤ血瘀证各亚型中，０

～１年病程以痰浊血瘀为主，２～５年病程以气滞血瘀居多，＞５年病程以气虚，阴虚血瘀为主（犘＜０．０１）。

【结论】　血瘀证存在明显的脂类代谢异常，且ＰＣＡＤ血瘀证比晚发冠心病血瘀证存在更显著的脂类代谢和

血流变异常；ＢＭＩ、吸烟、ＴＧ、ＬＤＬ、高血压是ＰＣＡＤ血瘀证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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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级医学生学习和传播生命救护知识的意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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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普通公民的急救知识与技能掌握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急救医疗体系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

志。目前，我国北京、上海的心肺复苏知识普及率尚不足１％，远远落后于美、日等国（１５％）和香港（１０％）；我国内

地急救科普工作的最大障碍是人才的奇缺。为了研究将低年级医学生培养成为急救科普人才的可行性，本文以一

年级医学生为对象进行了科普意愿的调查研究。

【方法】　参照红十字会的急救员培训与考试大纲，自行编制《生命救护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和传播意愿调查问

卷》，共有４７个选择题；面向本校２０１３级《大学生现场救护》课程的４３８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共收回有效答卷４０３份（９２．０１％），其中男生１３０人（３２．２６％），女生２７３人（６７．７４％）。对答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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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现：（１）既往有过各种意外受伤者累计达３５８人次（０．８９次／人），既往有急、重病者累计达１７８人次（０．４４次／

人）。（２）从未学习过基本急救知识者３５２人（８７．３４％），入大学前学习过急救知识者（１２．６６％）中认为效果良好的

仅占２８．８９％；积极主动选课和旁听者共计３７８人（９３．８０％），其中旁听者９１人（２２．５８％），希望学习并经过技能考

核后能获得急救员证书者３４４人（８５．３６％）。（３）在学习意愿方面，除电击伤和孕产妇急症救护２题略低于９０％

外，胸外心脏按压、人工呼吸和突发昏迷、心血管病急重症、溺水、急性哮喘、中毒、窒息以及动物咬蜇伤、骨折、长时

间卡压伤等现场救护知识的比例均在９２．３０％以上；但在各专题的传播范围方面，选择家人、亲友者的比例介于

３３％～５４％之间，选择家乡村民、居民者３０％～４５％（人工呼吸最低），选择母校师生和校友者９％～１８％。

【结论】　医学院新生中既往意外受伤和急、重病的人均发生率很高，但是从未学习过急救知识的学生近

９０％；虽然一年级医学生学习生命救护知识与技能的兴趣很浓、意愿很强，但是他们大部分只想在家人和亲友中传

播，较少的人愿意向乡邻传播，很少愿意回母校向师生和校友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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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临床能力是医务工作者综合能力的重要体现，但目前医学院校实践性教学资源的普遍缺乏影响了医

学生临床能力的培养。自上世纪末高校招生规模不断膨胀以来，许多二本类医学院的普教招生规模增长了数倍甚

至１０倍，医学生平均的实践性教学资源的匮乏不仅影响了医学教育和毕业生的质量，而且严重影响了医学生执业

医师考试的通过率和从业就业的竞争实力。本项目研究了以社会实践活动去补充医学院校的实践性教学资源不

足并促进医学生临床能力培养的可行性。

【方法】　首先，根据全球及我国本科医学教育人才培养的相关标准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及访谈提纲。其次，采

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本校五个年级的１０００名在校本科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同时采取访谈的方式对社会实

践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受益人及医学专业课教师进行了访谈。第三，同参与过省级大学生急救知识科普项目的

志愿者进行了专题研讨活动。

【结果】　回收有效答卷９８６份（有效回收率９８．６％），访谈记录１５份和专题研讨活动资料１套。将以上资料定

量、定性分析后发现：第一，７１．９０％的医学生认为接触病人的机会少，限制了自己临床能力的培养；６５．５２％的医学生

认为学校未能提供足够的实践机会和场所，以保障学生临床能力的培养。第二，８０．３４％的医学生认为可以通过社会

实践促进自己临床能力的培养，６４．１３％的医学生希望参加同所学专业相关的医疗服务类社会实践活动。第三，

１００％的参与过省级大学生急救知识科普项目实践的医学生志愿者表示参与该活动后自己的临床能力有所提升。

【结论】　开展同临床医学专业知识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符合绝大多数医学生的愿望，这类社会实践活动对医

学生临床能力的培养及促进作用得到了活动参与者、教师的高度认可，政府、社会和学校应该对开展促进医学生临

床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的医学专业相关的健康教育类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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