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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动态心电图（AECG）与常规心电图在临床诊断冠
心病患者心肌缺血及心律失常中的效果

杜�晓*�孟�华

开封市中心医院��河南�开封��475000

摘�要：目的：分析动态心电图（�(��）与常规心电图诊断冠心病心肌缺血及心律失常的效果。方法：选取

����年�月－����年�月进行冠心病心肌缺血及心律失常的研究，将��例该病病例纳入研究，分别采用常规心电图及

�(��诊断，分析诊断价值。结果：�(��诊断冠心病心肌缺血相比常规心电图的检出阳性率更高，对心律失常各类

型的检出率均高于常规心电图（��������）。结论：与常规心电图相比，�(��对冠心病心肌缺血及心律失常的临床检

出率均得到显著提升，可以此检查结果作为临床诊疗的依据，提升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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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为多发心脏病类型，疾病可引发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对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威胁较大。既往采用常规心

电图诊断冠心病心肌缺血及心律失常，由于缺乏动态观察，因而诊断准确性不高，尤其是一过性心律失常及短暂性心

肌缺血的诊断敏感性差。而动态心电图（�(��）能够长时间无间断地记录患者的心电活动信号，因而能够对患者处

于不同状态时的心电图变化进行分析，从而提升对冠心病心律失常及心肌缺血的检出率>��。本次研究针对冠心病心肌

缺血及心律失常采用常规心电图及�(��诊断的价值进行对比分析。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年�月－����年�月进行冠心病心肌缺血及心律失常的研究，将��例该病病例纳入研究。患者中，男��

例，女��例。年龄�����岁，平均（��������）岁；冠心病病程������年，平均（�������）年；合并基础疾病：高血压

��例，糖尿病��例，高血脂��例。纳入标准：均符合:+2国际心脏病学会制定的冠心病诊断标准；患者意识清晰，

可沟通性强；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排除标准：检查不配合者。分组资料，具有同质性（��������）。

�����方法

所有患者均在检查前��K停药。常规心电图检查：采用日本福田)������型心电图仪进行常规心电图诊断，患者取

仰卧位，确保周围环境安静。指导患者精神放松，将增益值设置为��PP�PY，纸速调整为��PP�V，确定心电图基线

平稳，并保证无干扰，获取最清晰图像。�(��检查：选择深圳博英�,�����型动态心电图仪检查，进行��导联��K心

电信号记录，选择模拟9�、9�及9�导联记录，并��K记录�0��、�0��及�0��通道。观察患者在�(��检查期间记

录患者不同时间点的生活情况及临床症状表现。通过��K记录信息收集及整理，进行检查结果分析。

�����观察指标

评估两种检查方式对心肌缺血的诊断价值，统计各组阳性检出率，心肌缺血诊断标准：常规心电图检查结果见同

一导联7波小于��%�5波或出现67段下移水平、下垂下移����P9；�(��检查见67段水平或下移且下移水平在���P9

以上；67段下移时间在�PLQ以上，且连续两次67段时间间隔�PLQ以上。评估两种检查方式对心律失常的检出价值，

统计房性、室性心律失常及短阵室上速及房室传导阻滞的检出率。心律失常的诊断标准：结合临床症状及患者心率、

心跳节律及起止段，持续发作时间等进行心律失常类型的区分>��。

�����统计学分析

*通讯作者：杜晓，女，����年�月，汉，河南潢川县，开封市中心医院，心电图室，主治医师，本科，研究方

向：心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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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6366�����统计学软件对比数据。�（%）为计数方式，检验值为χ�。��������，对比有统计学差异。

2��结果

�����两种检查方式对心肌缺血的诊断价值对比

�(��诊断心肌缺血的阳性检出率为����%，常规心电图检出率为����%，�(��阳性检出率更高（��������）。见表�。

表1��两种检查方式对心肌缺血的诊断价值对比[�(%)]

检查方式 例数 心肌缺血阳性检出率

�(�� �� ��（����）

常规心电图 �� ��（����）

χ� ������

�� �����

�����两种检查方式对心律失常的检出价值对比

�(��诊断心律失常，对房性、室性心律失常及短阵室上速及房室传导阻滞的检出率分别为����%、����%、

����%及����%，常规心电图检出率为����%、����%、����%及���%，�(��检出率更高（��������）。见表�。

表2��两种检查方式对心律失常的检出价值对比[�(%)]

检查方式 例数 房性心律失常 室性心律失常 短阵室上速 房室传导阻滞

常规心电图 �� ��（����） ��（����） �（����） �（���）

�(�� �� ��（����） ��（����） ��（����） ��（����）

χ� ����� ����� ����� �����

�� ����� ����� ����� �����

3��讨论

冠心病是目前比较多发的临床慢性病之一，疾病进行性发展，可引发多种不良心血管事件，其中心肌缺血及心律

失常就是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临床诊断冠心病多以冠脉造影或者冠脉�7�等进行诊断，准确性虽能够得到保证，但由

于属于侵入性操作，风险高，且检查费用高，因而患者接受度不高，临床实施范围受限>��。

而对于冠心病心肌缺血及心律失常患者来说，在初次筛查中，采取无创、操作简单且费用低的检查方式进行初步

诊断，再进一步采取明确的措施进行复查，根据实际意义>��。常规心电图是临床常用的检查方法，通过对患者心电活

动信号进行记录及分析，能够明确心肌缺血及心律失常情况。且这种检查方式安全性高，费用低，操作要求不高，但

缺点在于对于一过性及短暂性发作的心脏病变不能有效捕捉，容易出现漏诊情况>��。�(��的应用，除了具备常规心

电图的检查优势外，还能够弥补常规心电图的不足，捕捉到��K内的连续心电信号，有助于获取更为丰富的心电活动

信息，因而对一过性心律失常及短暂的心肌缺血也能够有效检出，可提升冠心病并发症的检出率。

从本次研究结果可以看到，�(��诊断冠心病心肌缺血相比常规心电图的检出阳性率更高，对心律失常各类型的

检出率均高于常规心电图（��������）。这一研究结果，说明在冠心病心律失常及心肌缺血的临床诊断中，�(��诊断

的准确性更好，可有效降低临床漏诊及误诊的概率。但在本次研究中也发现，由于�(��导联较少，因而在诊断过程

中，容易出现某些部位心肌缺血漏诊情况。因而在临床诊断过程中，还需要将�(��与常规心电图相结合进行分析，

从而提升冠心病心肌缺血及心律失常的临床检出率。目前，�(��对心肌缺血病变的检测效果已经得到了肯定，且该

检查手段在无症状的心肌缺血患者中的检查有重要意义。且该检查方式凭借其无创、操作简单、方便以及实时、动态

跟踪等优势，极大地提升了心肌缺血严重程度及持续情况的检查效果。对于一过性心律失常，也能够极大地降低漏诊

率>��。在临床诊断过程中，也发现�(��在诊断心律失常过程中，有极少的假阳性率，因而对冠心病患者各阶段的诊

疗均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综上，冠心病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的临床诊断过程中，�(��相比常规心电图检查更具应用价值，可有效检出心

肌缺血及各类型心律失常。不仅如此，其对一过性心律失常及短暂性心肌缺血的检出率更高。在临床诊断过程中，

�(��结合常规心电图诊断，可提升冠心病的诊断及预后评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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