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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住院患者脑卒中

危险因素的研究

皮延生 张薇 施侣元 王瑞芳 夏志宏 黎莉 张运

【摘要】 目的 探讨急性心肌梗死（心梗）住院患者脑卒中发病率和 脑 卒 中 的 危 险 因 素。

方法 回顾性调查住院心梗患者，收集人口、临床、溶栓抗栓治疗和脑卒中发病资料，应用单因素和多

因素非条件 !"#$%&$’ 回归分析。结果 ( )** 例急性心梗住院患者脑卒中的发病率为+,-./。多因素

非条件逐步 !"#$%&$’ 回归分析显示，前壁心梗是急性心梗患者发生脑卒中最强的危险因素（ !! 0
1,2+），其余的依次为高血压病史（!! 0 *,+)）、心房纤颤（!! 0 (,((）、脑卒中病史（!! 0 ),3.）、高龄

（!! 0 ),2+）和入院时心率（!! 0 ),2*），溶栓治疗是保护性因素（!! 0 2,)(）。结论 急性心梗住院患

者脑卒中发病率较高，溶栓剂可减低脑卒中发病率，高龄、高血压病史、脑卒中史、心房纤颤、入院时心

率增快和前壁心梗是急性心梗患者脑卒中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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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规溶栓抗凝治疗年代以前，急性心肌梗死

（心梗）患者脑卒中发病率为) ,1/ P *,(/［)，(］，某

些人群为L ,3/［*］，常规溶栓抗凝年代急性心梗患者

脑卒中发病率为) ,(/［+］，选自社区的住院心梗人群

为( ,)/［-］。目前国外研究显示，急性心梗患者脑卒

中的发生与患者自身因素如年龄和心梗共存疾病

等有关，在我国急性心梗患者脑卒中发病危险因素

作者单位：(-22)( 济南，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内科（皮延生、张

薇、黎莉、张运）；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施侣

元、王瑞芳）；湖北省宜城市人民医院心内科（夏志宏）

和常规溶栓治疗对脑卒中的影响未见报道。为了解

我国急性心梗住院患者脑卒中发病率、脑卒中发生

的危险因素，本研究从心梗患者的人口、临床特点、

溶栓抗栓治疗等相关指标综合分析，以探讨脑卒中

发生的危险因素。

对象与方法

) ,调查对象：!入选标准：山东省济南市及湖北

省武汉市、鄂州市、襄樊市和宜城市 - 家医院从 )..*
年 ) 月至 (22) 年 )2 月期间住院急性心梗病例。"
排除标准：风湿性心脏病和感染性心内膜炎并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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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梗患者。

! "主要项目的定义：

（#）急性心梗符合 $%& 缺血性心脏病命名及

诊断标准。

（!）脑卒中的定义为心梗后发生的神经系统定

位症状和体征，持续 !’ ( 以上，神经科医生会诊确

定诊断或头部 )* 或 +,- 检查证实诊断，短暂性脑

缺血发作（*-.）不符合标准。本研究脑卒中包括缺

血性、出血性和性质未明者，三者统称脑卒中。

（/）阵发性心房纤颤（房颤）指住院期间发作、出

院之前终止者，心梗发生前存在或住院期间发作，出

院时仍未终止的为持续性房颤。

（’）心功能 012213 分级，见参考文献［4］。

（5）心梗部位按常规 #! 导联体表心电图检查，

结果为 / 个或 / 个以上相邻胸前导联（6# 7 64）8*
段上抬（!9 "! :6）者为前壁心梗，其他为非前壁心

梗。

/ "调查内容和方法：调查内容包括 4 个方面：!
人口特征：年龄、性别；"个人行为特征：吸烟；#既

往病史：心血管病史（高血压、陈旧心梗、房颤），脑卒

中病史（脑梗死、脑出血、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和糖尿病史；$入院时患者临床特征：入院时心

率、收缩压 ;舒张压、心梗类型（< 波型和非 < 波型）

和部位（前壁型和非前壁型）；%住院期间患者临床

特征：主要包括房颤；&治疗资料：溶栓、抗凝和抗血

小板治疗情况。

调查方法采用回顾性定群研究。

’ "资料处理和统计方法：采用 8.84" #! 统计软

件进行 2=>1?@1A 分析。首先作单因素 2=>1?@1A 回归分

析，在此基础上，选择有意义的变量，进行多因素非

条件逐步 2=>1?@1A 回归分析。自变量为连续型的数

值变量看作每一单位为一等级的连续多等级分类变

量，如年龄是连续型变量，2=>1?@1A 回归分析得到的

!" 值是以 # 岁为间隔的 &BB? 比值，即由后 # 岁（如

55 岁）的 &BB? 比前 # 岁（5’ 岁）的 &BB? 得到的。

结 果

# "急性心梗患者基本情况：本次调查符合条件

患者! #//例，CD 例发生脑卒中，脑卒中发病率为

’ "5CE。经头部 )* 和 ;或 +,- 检查证实，缺血型脑

卒中 4! 例，出血型脑卒中 ! 例，/’ 例性质未明（其诊

断符合脑卒中定义标准）。脑卒中组和非脑卒中组

相比，女性百分比率（/# "CF #$ /9 "//）和平均住院天

数（#C "/9 #$ #F "44）无 差 异（ % 值 分 别 为 9 "F9/和

9 "’!F），平均到达医院时间（(）（/4 "#D #$ ’# "5F）差异

有显著性（% G 9"9/）。

! "单因素 2=>1?@1A 回归分析：分类变量按表 # 赋

值，分类型变量和连续型变量采用 2=>1?@1A 分析，然

后对所有变量进行单因素 2=>1?@1A 回归分析。有统

计学意义的相关因子为年龄、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

史、脑卒中史、症状发作至到达医院时间、入院时心

率、入 院 时 收 缩 压、心 梗 部 位、房 颤 和 溶 栓 治 疗

（表 #）。

表! 急性心梗住院患者脑卒中单因素

2=>1?@1A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因素名称（赋值方法） ’
! 值 % 值

H#性别（女 G 9，男 G #） 9"#’5 9 9 "F9/ /
H!年龄（岁） !F"D5D 5 9 "999 #

H/现在吸烟"（否 G 9，是 G #） !"59F ! 9 "##/ /
H’高血压病史（无 G 9，有 G #） ’4"’4D C 9 "999 #
H5糖尿病病史 C"##! 4 9 "99! 5
H4脑卒中史（无 G 9，有 G #） F/"#5’ / 9 "999 #
HF症状发作至到达医院时间（(） ’"’CF 9 9 "9/’ 9
HD入院时心率（次 ; :1I） D4"CCF / 9 "999 #
HC入院时收缩压（:: %>） 5"/D! 5 9 "9!9 /
H#9入院时舒张压（:: %>） #"5!D 5 9 "!#4 /

H##入院时心功能（012213 分级）
（( G 9，) G #，* G !，+ G /）

!"D4F F 9 "9C9 ’

H#!心梗类型（非 <波心梗 G 9，<波心梗 G #） !"5/9 / 9 "### F
H#/心梗部位（非前壁心梗 G 9，前壁心梗 G #） ’/"#!F 9 9 "999 #
H#’ )0 峰值 9"CC9 F 9 "/#C 4
H#5房颤（无 G 9，阵发性 G #，持续性 G !） D5"9#C F 9 "999 #
H#4头 / 天阿司匹林总量（:>） /"9F# # 9 "9FC F
H#F / 天后阿司匹林用量（:> ; B） 9"CF9 F 9 "/!’ 5
H#D肝素或低分子肝素（未用 G 9，应用 G #） 9"99C # 9 "C!’ #

H#C溶栓剂""（未用 G 9，应用 G #） D"/#’ C 9 "99/ C

"为每日至少 # 支；""指临床常用的尿激酶、链激酶和 @JK.；

# :: %> G 9"#// LKM

/ "多因素非条件逐步 2=>1?@1A 回归分析：将表 #
中有 统 计 显 著 性 的 因 素 进 行 多 因 素 非 条 件 逐 步

2=>1?@1A 回归分析，糖尿病病史、症状发作至到达医院

时间和入院时收缩压三个变量未能进入方程，进入

方程 变 量 见 表 !。设 & G N #9’!D5 5 O 9’9/D D(! O
#’!!F C(’ O 9’5!4 ’(4 O 9’9/! C(D O #’C5# D(#/ O
9’FCF C(#5 N !’#9F C(#C，预 测 方 程 为 %（#）G )*+

（ &）,［# O )*+（ &）］。以 %（#）G 9"5作为对个体进

D5’  



表! 急性心梗住院患者脑卒中多因素非条件逐步 !"#$%&$’ 回归分析结果

名称 ! !!" # 值 标准值 $$ 值 $$ 值 ()* %&
截距 + ,-./0) ) , ./-- ) - .--- , + + +
1/ - .-20 0 - .-,/ / - .--, ) - ./30 3 , .-3- , .--) 4 ,.-5)
13 , .//6 ( - ./6- 3 - .--- , - .22/ ) 2 .3,3 / .-,- 4 ).0--
15 - .)/5 3 - ./)/ 2 - .-26 - - .-(( 2 , .5(2 , .-22 4 /.665
10 - .-2/ ( - .--3 5 - .--- , - .2(5 3 , .-22 , .-/0 4 ,.-3/
1,2 , .(), 0 - .2(- , - .--- , - .)2, , 6 .-3, 2 ./60 4 ,).,/)
1,) - .6(6 ( - .,6( ) - .--- , - .,6/ 3 / .//, , .)5/ 4 2.,)(
1,( + / .,-6 ( , .-/- / - .-20 0 + -.20/ 0 - .,/, - .-,5 4 -.0(3

行理论分类的临界值，当 #（,）7 -.)时理论上判断

脑卒中发生，#（,）8 -.)理论上判断无脑卒中发生，

该方程的判别符合率为(- ./5*。

3 .急性心梗住院患者脑卒中分布特征：急性心

梗患者脑卒中的发病随年龄增长而增高，6- 岁以上

高龄急性心梗患者的脑卒中发病率最高，为6 .,0*。

/ ,22例 急 性 心 梗 住 院 患 者 常 规 溶 栓 剂 使 用 率 为

,/ .20*（表 2）。

表" 急性心梗住院患者脑卒中分布特征

进入方程变量
急性心梗

例数
脑卒中

例数
脑卒中发病率

（*）

年龄（岁）

8 )- //3 , - .33

)- 4 , -3) 2) 2 .2)

"6- 053 5/ 6 .,0
高血压病史

无 , /56 /6 / .,2
有 055 6, 0 ./-

脑卒中病史

无 , 033 )6 2 .-(
有 /0( 3, ,3 .,(

入院时心率（次 9 :$;）

8 ,-- , )52 ), 2 ./5

,-- 4 )6- 36 0 ./3
房颤

无 , (/3 52 2 ./6
阵发性 ,)( /, ,2 ./-
持续性 )- ,3 /0 .--

心梗部位

非前壁心梗 0() 5 - .56
前壁心梗 , /20 (/ 6 .32

溶栓剂治疗

未用 , 05( (6 ) .,0
应用 /53 , - .26

讨 论

, .急性心梗患者脑卒中发病率：本次研究心梗

患者脑卒中发病率为3 .)(*，高于选自社区的心梗

住院患者脑卒中发生率/ .,*［)］和 <$=;>=?#=; 等［3］

报 道 的 , ./*。 我 们 研 究 组 溶 栓 剂 使 用 率 为

,/ .20*，选 自 社 区 的 心 梗 住 院 患 者 为 /)*［)］，

<$=;>=?#=; 等［3］报道的为22 ./* 4 3-.,*。上述结

果提示，提高溶栓剂使用率可以预防心梗患者脑卒

中的发生。

/ .年龄与脑卒中的关系：本次研究发现，急性心

梗患者年龄每增加 , 岁脑卒中发生增加, .-3倍（表

/），高龄是急性心梗患者脑卒中的危险因素（表 2），

后者与 @A##$";$ 等［6］报道的结果一致。

2 .急性心梗共存疾病与脑卒中的关系：

（,）房颤：本次调查心梗住院患者的阵发性和持

续性房颤，结果显示两者均与脑卒中发生有关。有

研究认为，入院时存在的房颤 9房扑不是心梗患者缺

血性脑卒中的独立预测因子，住院期间存在的和 9或
发生的房颤有较高的非出血性脑卒中发生率［5］。急

性心梗患者脑卒中的发生与房颤持续时间有关。

（/）脑卒中病史：历年来脑卒中的发病病史为急

性心梗患者脑卒中发生的第六位危险因素（表 / 标

准值），近 2 个月内发生的脑卒中史是急性心梗患者

脑卒中最强的危险因子［3］。脑卒中病史距离心梗发

生时间越近，脑卒中发生的危险性越大。

（2）高血压病史：B$:""; 等［0］发现高血压病史和

住院期间高血压都是心梗溶栓患者颅内出血的危险

因素，住院期间高血压致颅内出血作用更强；另一项

研究结果显示，高血压病史是溶栓患者非出血性脑

卒中的一个预测因子［5］。我们结果为：高血压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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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对急性心梗患者脑卒中（出血性和 ! 或缺血性）

都有致病作用。溶栓前、溶栓期间和溶栓后住院期

间控制高血压可预防出血性和 !或缺血性脑卒中的

发生。

（"）心率增快（ # $%% &’(）：)*+,&+-.+, 等［"］的结

果表明，入院时心率增快是心梗患者脑卒中的预报

因子。心率增快常反映心功能低下、低血容量和低

血压，心率增快利于有明显脑血管狭窄的老年患者

发生脑血栓形成，增加脑卒中发病危险性。

" /心梗部位和脑卒中的关系：调查中发现前壁

心梗与脑卒中发生有极显著的关系，这与 01..*2,*
等［3］研究结果相一致。前壁心梗易发生左室血栓形

成，下壁心梗左室血栓形成率低［4］。555 例前壁心梗

患者平均随访 64 个月，$ 例发生下肢栓塞，$$ 例发

生脑栓塞，其中 7 例发生在第一个月，二维超声心动

图监测显示，左室血栓形成、隆突型血栓、血栓活动

和血栓形态动态变化与体循环栓塞有关［$%］。

8 /常规溶栓和脑卒中的关系：常规溶栓为急性

心梗患者脑卒中的保护因素。理论上，溶栓剂可直

接溶解左室内血栓，梗塞部位的再灌注改善左心功

能，后者减少左室附壁血栓的形成［4］。

（参加这次研究工作还有湖北省襄樊市中心医院王鹏举

医师和鄂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万汉英医师，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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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后短评
急性心梗、脑卒中均是危害我国人民生命、健康

的主要疾病，并且两者间有许多共同的致病因素，故

急性心梗后并发脑卒中较常见，且易引起严重后果。

开展此项研究对阐明心梗后脑卒中发生条件、因素，

对降低心梗后脑卒中发生率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该文选题恰当。

研究采用回顾前瞻性研究设计，从 8 家医院收

集5 $66例急性心梗住院患者脑卒中发生及其相关因

素临床记录，进行了规范的统计学处理，获得了与既

往文献报告大致相符的较可靠的结果。总体而言，

这是一篇较好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报告。

但应指出，该文是一项无事先研究设计的调查，

病例积累经历 4 年，来自 8 家不同医院、不同年份的

病历记录，其诊治水平、疗效难免存在差异，从而影

响分析结果；此外，文中未涉及可能具有重要意义的

实验室检测结果，如血脂及其组分的水平，血流变指

标等；未对某些危险因素进行剂量效应分析、交互作

用分析等，似为不足。

临床医师工作在医疗一线，有机会收集各种医

学信息，如能参考临床流行病学研究设计原理和方

法，结合日常诊疗实践，开展事先设计的多中心协作

的前瞻性研究或其他研究，完全有可能作出水平更

高的临床研究成果。

本刊临床流行病学专栏评析组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