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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通过对300例心房颤动(房颤，AF)住院患者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评价房颤患

者接受指南推荐的抗凝剂应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对我院2004年10月至2010年5月出院诊断为持续

性房颤的300例病人进行详细记录及回顾性总结分析，研究房颤病人的临床特点，统计临床抗凝剂应用情况及

其特征，建立患者数据库，利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结果  1）300例AF患者中，有73％未进行抗凝治疗，

而仅有27％进行抗凝治疗。其中合并高血压病者占60.7％；合并冠心病者占38.7％；合并心功能不全者占

31. 7％；合并糖尿病者占21.3％；既往梗死病史者占14％。2）年龄＞75岁、高血压、冠心病、临床医师的治疗策

略以及患者对治疗的选择都是影响华法林使用的影响因素。3）所有入选病人有31例发生脑卒中，其中未抗凝

组中的脑卒中发生率为64. 6％；抗凝治疗组为35.4％，两组比较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目前我

国基层医院住院的房颤病人抗凝现状仍不乐观，多数未接受指南推荐的抗凝剂，尤其是房颤脑卒中高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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