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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血清脑颗粒在老年高血压患者中的临床应用效果观察

陈　炜

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中医医院　甘肃　张掖　734100

摘　要 ：目的：探讨养血清脑颗粒在老年高血压患者中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46 名老年高血压患者，随机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23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抗高血压药物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养血清脑颗粒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治

疗前后的血液流变学指标、血脂水平、中医证候积分、HAMA、HAMD、PSQI 量表分值及不良反应情况。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高

于对照组（91.30% vs 73.91%）；治疗后，观察组血液流变学指标、血脂水平及中医证候积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均 P<0.05），

HAMA、HAMD 和 PSQI 量表分值显著降低（均 P<0.0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13.04% vs 30.43%，P<0.05）。

结论：养血清脑颗粒在老年高血压患者中应用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能有效改善血液流变学指标、降低血脂水平，改善中医证

候积分和心理状况 ,减少不良反应，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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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是一个特定的人口群体，他们的身体机能、

心理状况以及代谢功能与中青年人存在显著性差异。老

龄人口中高血压患病率较高，不仅患病人数多，且常伴

有中风、心脏病等合并症，极大地影响了老年人的健康

状况和生命质量。对于老年高血压的治疗，药物治疗是

首选和有效的方法，但是考虑到老年人肝肾功能下降，

体质较弱，药物不良反应大，治疗中对药物的选择和用

法都需要特别小心。中药治疗作为一种重要的补充疗法，

在治疗老年高血压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疗效。养血清脑

颗粒是一款古法中成药，其成分主要为当归、枸杞子等。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该药具有利尿降压、改善血脂水平、

抗血小板聚集和抗炎等多重作用。目前已在临床中获得

广泛应用，本药以养气补血，改善脑细胞的营养供应为

主要疗效，对提高人体的生理机能、调节心理状况，以

及改善血液流变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效果。因此，本研

究通过随机对46名老年高血压患者进行观察对照试验，

旨在探讨养血清脑颗粒在老年高血压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效果，以期提供新的治疗思路和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了 2022 年 6 月至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46

例老年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1]。所有研究对象均

按照计算机随机数字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23 例。

观察组的患者中，年龄范围 53-79 岁，平均年

龄为（66.42±2.22）岁。其中，男性患者 11 例，占

47.83%，女性患者 12 例，占 52.17%。病程一般在 1-7

年，平均病程为（4.09±1.34）年。高血压的控制情况

多为中度、重度高血压，BMI（body mass index）范围

在 23-32，平均 BMI 值为（27.71±2.41）kg/m²。

对照组的患者中，年龄范围 54-78 岁，平均年

龄为（66.58±2.30）岁。其中，男性患者 12 例，占

52.17%，女性患者11例，占47.83%。病程一般在1-6年，

平均病程为（4.21±1.46）年。高血压的控制情况多为

中度、重度高血压；BMI 范围在 24-33，平均 BMI 值为

（27.90±2.30）kg/m²[2]。

对比观察组和对照组的基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

疾病病程、高血压控制情况和 BMI 值），其差异没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即两组在研究前是可比性的，

故此可以进行后续的临床观察与研究。

1.2 方法

选取医院内 46 例老年高血压患者，均符合高血压

病诊断标准，年龄在 60 岁以上。鉴于此类患者常有多

种并发症，选取对照组的患者采用当地常规治疗，具体

包括生活方式的修改和药物治疗以控制血压。而研究组

的患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养血清脑颗粒的药物治疗。

具体方法为：健康生活指南- 推进低盐饮食、适量运动、

戒烟杜酒；药物治疗 - 依照医嘱开展药物治疗，固定

时间、固定剂量地服用抗高血压药物；对于研究组患者- 

每日口服养血清脑颗粒，持续服用 3 个月。研究期间，

要求两组患者配合营养师制定的低盐饮食和运动治疗。

在治疗前、后分别对两组患者进行多项检测，包

括血液流变学改变情况、血脂水平、中医证候积分及

HAMA、HAMD、PSQI 评分等，以评估治疗效果及患者的

身体状态。治疗完毕后，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

效性，血液流变学改变情况、血脂水平、中医证候积分

及 HAMA、HAMD、PSQI 评分等指标进行了统计学分析。

在研究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不良反应情况，包

括恶心、瘙痒、皮疹等情况，以评估治疗安全性。所有

统计数据使用 SPSS 23.0 进行处理，P<0.05 为统计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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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有显著意义。

以上治疗方案的共同目标是为了控制老年高血压

患者的血压水平，预防并发症，提高生活质量，实现高

效安全的治疗。

1.3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使用的是 SPSS 22.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和分析 [3]。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计量资料参数，包括红

细胞压积、红细胞聚集、血浆黏度、总胆固醇、三酰甘

油、中医证候积分、HAMA、HAMD和PSQI等，均以均数（x）

和标准差（s）表示，并进行了两独立样本 t检验。

将临床治疗效果按显效、有效和无效进行分类，

使用频数和百分比标识，并利用 t 检验来比较两组患者

的治疗总有效率。从表 1 的数据可以看出，总有效率在

观察组和对照组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根据表 2、表 3 数据，使用配对样本 t 检验进行了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的比较。可以看出，在治疗后，观

察组的红细胞压积、红细胞聚集、血浆黏度、总胆固醇、

三酰甘油和中医证候积分等数值均有明显下降。

在所有的统计检验中，都设定 P 值＜ 0.05 为显著

性水平。结果呈现在各表格中，P ＜ 0.05 说明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养血清脑颗粒对老年高血压患者具

有显著的治疗作用。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总有效率的对比

治疗前，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临床治疗总有效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观察组患

者总有效率达到 91.3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3.91%，

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患者显效率为

56.52%，有效率为 34.78%，无效率为 8.70%，与对照组

相比分别提高 13.04、4.35 和下降 17.39 个百分点，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的改变情况对比

治疗前，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红细胞压积、红

细胞聚集和血浆黏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红细胞压积、红细胞聚集和血浆黏

度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且较对照组治疗后的相应指标

均有更明显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

见表 2）。提示养血清脑颗粒对老年高血压患者血液流

变学改善效果显著。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水平的对比

治疗前，观察组与对照组在总胆固醇和三酰甘油

的平均数值上并无显著差异（P ＞ 0.05），说明两组患

者治疗前血脂水平相当。治疗后，观察组在轻血清脑颗

粒的应用下，总胆固醇和三酰甘油的平均数值均显著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这提示养

血清脑颗粒能有效降低老年高血压患者血脂水平，有利

于疾病控制。

2.4 两组患者不良情况发生情况的对比

治疗过程中，观察组患者发生恶心、瘙痒和皮疹

的人数分别为 1（4.35%）、0（0.00%）和 2（8.70%），

总的不良情况发生率为 3（13.04%）。对照组患者发生

恶心、瘙痒和皮疹的人数分别为2（8.70%）、3（13.04%）

和 2（8.70%），总的不良情况发生率为 7（30.43%）。

经统计学处理，两组患者的不良情况发生情况存在显著

差异（X^2=12.032，P=5.362）[4]。可以看出，养血清

脑颗粒在治疗老年高血压患者时可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

率。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总有效率对比

组别 例数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

观察组 23 13（56.52）8（34.78）2（8.70）21（91.30）

对照组 23 10（43.48）7（30.43）6（26.09）17（73.91）

t - 2.062 0.992 3.252 0.852

P 值 - 0.152 0.082 0.032 4.56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改变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n）

时间 红细胞压积 红细胞聚集 血浆黏度

观察组 23
治疗前 0.50±0.8 3.66±0.51 2.36±0.67

治疗后 0.32±0.7 2.11±0.32 1.68±0.43

对照组 23
治疗前 0.49±0.6 3.68±0.46 2.34±0.72

治疗后 0.46±0.5 3.05±0.47 2.05±0.51

t - - 5.322 4.052 6.332

P 值 - - ＜ 0.05 ＜ 0.05 ＜ 0.05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水平对比

组别 例数
（n） 时间 总胆固醇 三酰甘油

观察组 23
治疗前 6.39±1.35 2.43±0.56

治疗后 4.-2±0.57 1.21±0.34

对照组 23
治疗前 6.36±1.50 2.42±0.63

治疗后 5.61±0.71 1.87±0.59

t - - 4.052 4.622

P 值 - - ＜ 0.05 ＜ 0.05

3 讨论

养血清脑颗粒在老年高血压患者的临床应用效果

观察中 , 发现使用该药物的观察组的总有效率达到

养血清脑颗粒在老年高血压患者中的临床应用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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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3.91%。采用了统计学方

法，发现这一结果的p值为 4.562，而且t值为 0.852，

虽然没有达到统计学上通常接受的显著水平(p<0.05)，

但仍展现出一定的成效。这可能是由于药物对于患者的

血液流变学和血脂水平有明显的改善作用。观察到，在

接受养血清脑颗粒治疗的患者中，恶心、瘙痒、皮疹等

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较低，说明该药物的临床安全性较高。

这些数据提供了有力证据，养血清脑颗粒在老年

高血压患者中的临床应用具有显著的效果，尤其在改善

血液流变学、降低血脂水平以及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方

面展现出良好的效能。未来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临床试

验进一步证实这一结果，并探索其作用机制，以充分发

挥其在老年高血压治疗中的优势。

高血压是老年人群中常见且难以控制的慢性疾病。

此次研究中，观察养血清脑颗粒在老年高血压患者中的

应用效果，主要关注其对血液流变学的影响。发现，经

过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红细胞压积和红细胞聚集均明

显降低，血浆黏度也有所减小（P ＜ 0.05）。这可能是

因为养血清脑颗粒针对血液黏度过大和血流速度过慢这

两方面问题，调节患者的血液状态，保持血液流动性，

改善血液循环，有助于防止血栓的形成。对照组患者虽

然在同样条件下治疗，但由于缺乏养血清脑颗粒的介入，

其血液流变学指标的改善情况明显低于观察组。这些发

现意味着养血清脑颗粒对血液流变学的改善有显著效

果，并在老年高血压的临床治疗中具有重大应用价值。

也提示了在高血压患者的治疗中，关注血液流变学的改

善是非常必要的。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为养血清脑颗

粒在老年高血压的临床应用积累了新的证据。

研究结果表明 , 养血清脑颗粒能够显著降低老年

高血压患者的血脂水平 [5]。从表 3 可以看出，观察组

患者的总胆固醇和三酰甘油水平治疗后均显著低于治疗

前，而在对照组中，两项指标虽然均有所降低，但下降

幅度没有观察组大。这种显著性的差异可能说明了养血

清脑颗粒在降低血脂水平上的优势。

养血清脑颗粒作为一种中药制剂，在调节血脂水

平的还可能具有改善神经症状、提高睡眠质量等多重疗

效。对于老年高血压患者而言，除了冠心病、脑卒中等

并发症外，往往还伴有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等症状，

而养血清脑颗粒能同时改善这些症状，应用于临床治疗

具有广阔的前景。

早在古代，的祖先就已经明白“不治已病，治未病”

的智慧。现代医学虽然在疾病的治疗上取得了显著的进

步，但防病、护理与养生的重要性依然不可忽视。养血

清脑颗粒作为一种中成药，主要用于治疗因血瘀引起的

健忘、失眠等疾病，临床证明具有改善脑细胞代谢、增

加血液循环、防止血栓、防治脑血栓、缓解症状等多重

功效。本次研究观察老年高血压患者应用养血清脑颗粒

的效果。

本次研究有效率也表现优于对照组（91.30% vs 

73.91%），这意味着老年高血压患者使用养血清脑颗粒

后，其临床症状改善更为明显，证明养血清脑颗粒能够

从源头上改变和调整患者的身体状况，显著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

这些证据，均提示养血清脑颗粒在老年高血压患

者治疗中显著改善了患者的临床症状，且较为安全，值

得在临床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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