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科临床研究与实践 2021� 第2卷�第4期�国际全科医学

28

门诊高血压采用缬沙坦治疗的临床效果

冯维忠*

河南省沁阳市人民医院��河南�沁阳��454550

摘�要：目的：对缬沙坦治疗门诊高血压的临床效果进行观察与探讨。方法：选取我院门诊收治高血压患者��例

为研究对象，时间����年��月－����年��月；按照掷硬币法参照组��例（应用贝那普利治疗）和研究组��例（应用

缬沙坦治疗），对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头晕、咳嗽、疲乏）发生率、临床疗效及治疗前后血压水平进行对比

与分析。结果：研究组患者治疗后头晕、咳嗽、疲乏等不良反应发生率及舒张压、收缩压水平明显较参照组低，两

组间呈现明显差异（��������）。与此同时，研究组患者临床治疗有效率明显较参照组高，两组间呈现明显差异（��

������）。结论：门诊高血压采用缬沙坦治疗临床效果显著，可在降低患者用药不良反应的同时有效控制患者血压水

平，提升患者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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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即指个体体循环动脉血压在相关因素作用下增高或超过正常范围，并导致患者出现头晕、头痛、心悸以及

呕吐等一系列病症；临床上，部分病情较为严重的患者还会出现抽搐、神志不清等症状，且随着病情进展还会发生严重

心脑肾等器质损害或病变，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安全>��。因此，日常生活中，必须要重视高血压疾病的治疗；目前，临床

多以药物作为治疗高血压的主要手段，其中常用药物有缬沙坦、贝那普利等。研究显示，在门诊高血压疾病治疗中，缬

沙坦用药疗效较好。因此，本研究将对缬沙坦治疗门诊高血压的临床效果进行观察与探讨；现作如下阐述。

1��基线资料和方法

�����基线资料

选取我院门诊收治高血压患者��例为研究对象，时间����年��月－����年��月；按照掷硬币法参照组��例（应用

贝那普利治疗）和研究组��例（应用缬沙坦治疗）。参照组门诊高血压患者中男、女患占据人数比�����；患者年龄最

小值��、最大值��，年龄平均（����������）岁。研究组门诊高血压患者中男、女患占据人数比�����；患者年龄最小

值��、最大值��，年龄平均（����������）岁。两组间基线资料对比未呈现明显差异（��������）。

�����方法

入院后，均给予两组门诊高血压患者以常规对症治疗，参照组患者在常规对症治疗基础上应用盐酸贝那普利（生

产厂家：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号：国药准字+��������；规格：��PJ）治疗。用法：口服；用量：每次

��PJ，每日�次，于晨时服用。连续用药治疗��G后，若患者血压水平未达到标准（舒张压大于��PP+J，收缩压大

于���PP+J），可和适当调整用药剂量为每日��PJ。研究组患者在常规对症治疗的基础上应用缬沙坦胶囊（生产厂

家：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号：国药准字+��������；规格：��PJ）治疗。用法：口服；用量：每次

��PJ，每日�次，于每日早晨空腹时服用；同上述参照组一致，连续用药治疗��G后，若患者血压水平未达到标准（舒

张压大于��PP+J，收缩压大于���PP+J），可和适当调整用药剂量为每日���PJ。两组均连续治疗�疗程（�周）。

�����指标观察

（�）对两组用药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头晕、咳嗽、疲乏）发生情况进行观察与记录，统计发生率。

（�）对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进行评估，以此显效（用药治疗后，患者血压水平恢复正常；或患者��3为恢复正

常，但6�3下降�≥����PP+J）、有效（用药治疗后，患者血压水平明显改善，��3下降�a��PP+J）、无效（用药治

疗后，患者血压水平未改善）为评估标准>��。

*通讯作者：冯维忠，男，����年�月，汉，河南济源，河南省沁阳市人民医院，内科，主治医师，本科，研究方

向：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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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两组患者用药治疗前后血压水平变化情况，主要包含舒张压（��3）、收缩压（6�3）两项。

�����统计学分析

本次实验数据录入VSVV����统软件中处理。

2��结果

�����对比两组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经观察与统计，研究组患者用药治疗期间头晕、咳嗽、疲乏等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较参照组低，两组间呈现明显

差异（��������）。详见下表�。

表1��对比两组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组别 例数 头晕 咳嗽 疲劳 发生率

参照组 �� �（�����） �（�����） �（�����） ��（�����）

研究组 �� �（����） �（����） �（����） �（����）

χ�� � � � � �����

� � � � � �����

�����对比两组临床治疗效果

经评估，研究组患者临床治疗有效率明显较参照组高，两组间呈现明显差异（��������）。详见下表�。

表2��对比两组临床治疗效果[�(%)]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参照组 �� ��（�����） �（�����） �（�����） ��（�����）

研究组 �� ��（�����） �（�����） �（����） ��（�����）

�χ� � � � � �����

� � � � � �����

�����对比两组治疗前后血压水平变化情况

治疗后，两组患者血压水平均明显改善，其中研究组患者舒张压、收缩压水平明显较参照组低，两组间呈现明显

差异（��������）。详见下表�。

表3��对比两组治疗前后血压水平变化情况[�（ ）]

组别 例数
舒张压（PP+J） 收缩压（PP+J）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参照组 �� ����������� ���������� ����������� �����������

研究组 �� ����������� ���������� ����������� �����������

� � ����� ����� ����� �����

� � ����� ����� ����� �����

3��讨论

作为临床老年人常见、多发病型之一，高血压疾病的发生不仅仅会影响到患者日常生活，更会对患者心脑血管健

康造成严重危害。通常情况下，经多次血压测量，若个体舒张压（��3）大于等于���PP+J，收缩压（6�3）大于等

于��PP+J标准，那么则可以诊断为个体患有高血压>��。日常生活中，若个体血压长期处于高水平状态，那么个体极

容易发生脑血栓、心脏病甚至中风等严重病症。目前，临床主要给予高血压患者以西药治疗；虽然相关研究显示中药

在治疗高血压方面也存在良好疗效，譬如罗布、麻叶以及决明子等诸多中药材都可以起到降低血压、降低血液粘稠度

以及促进高血压患者血管弹力改善等作用，但当前临床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多使用西药治疗偏多>��。临床高血压常用治

疗药物有多种，如利尿药、钙抗结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以及血管扩张剂等等；通过医师会根据患者机体实际

病况给予患者以不同西药使用。

贝那普利则属于临床高血压常用治疗药物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中的一种，用药后，贝那普利会在人体肝脏内

分解为苯那普利拉，并以此达到抑制和减少高血压患者机体内醛固酮分泌和血管阻力的目的，从而促进其血浆肾素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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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增高，达到降低血压的效果>��。但相关研究显示，贝那普利用药后极容易导致患者发生咳嗽、头晕以及恶心等诸

多不良反应。作为临床高血压常用治疗药物钙抗结剂的一种，缬沙坦用药后不仅可以很好地阻断人体内�7�受体与血

管紧张素Ⅱ的结合，同时还可以在抑制患者机体内醛固酮释放的同时对其血管收缩进行抑制，从而达到降低血压水平

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缬沙坦具有极高安全性，并不会对患者身体造成太大伤害，可经个体尿液和胆汁排出。本次研

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治疗后头晕、咳嗽、疲乏等不良反应发生率及舒张压、收缩压水平明显较参照组低，两组间呈

现明显差异（��������）。与此同时，研究组患者临床治疗有效率明显较参照组高，两组间呈现明显差异（��������）。

综上，门诊高血压采用缬沙坦治疗临床效果显著，可在降低患者用药不良反应的同时有效控制患者血压水平，提

升患者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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