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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分析阵发性心房颤动与正常对照组之间心率变

异性指标的差异，探讨自主神经在阵发性心房颤动中的作用机

制。方法：在动态心电图的基础上测量分析25例阵发性心房颤动

患者和20例正常人的24 h心率变异性指标(SDNN;LF;HF;LF/HF)并

对其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为有差异有显著性。结果：25例阵

发性心房颤动患者的SDNN显著增高(172.0±44.95∶126.2±

19.87,P<0.05)其余指标LF;HF;LF/HF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

阵发性心房颤动患者存在着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迷走神经功能

增强可能是阵发性心房颤动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 心房】 心房】 心房】 心房颤动颤动颤动颤动,自主神自主神自主神自主神经经经经系系系系统统统统,心率心率心率心率 

  Abstract：Objective:Analysis of the heart rate variability between the patients with 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 and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to assess the alteration of autonomic tone in patients with 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Methods:The index of the heart rate 

variability(SDNN;LF;HF;L/H) was examined in 25 patients with 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 and 20 normal peoples by 24 h ambulatory 

blood pressure monitor(ABPM).Results:The SDNN of 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normal control group (172.0±

44.95∶126.2±19.87，P<0.05),the other index( LF;HF;L/H )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P>0.05).Conclusion:There 

is evidence that the function of vaga increased may be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of onset of 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 

  Key words：Atrial fibrillation;Autonomic nervous system;Heart rate 

  心房颤动是临床中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它不仅可以发生在器质性心脏病，而且还可以发生在非器质性心脏病。阵发性心房

颤动是房颤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发病机制可能不同于其它房颤，但其具体机制目前还不清晰。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自主神经

功能异常在阵发性心房颤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项目研究阵发性心房颤动与正常对照组之间心率变异性(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指标的差异，探讨自主神经在阵发性心房颤动中的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7年1月～2007年12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住院病人中阵发性心房颤动(持续时间<7 d，能自行终止，但反复发作)[1]

患者共25例，男16例，女9例，年龄19～80，平均(62±14.2)岁。排除：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高度房室阻滞;停用所有抗心

律失常药物，正常对照组20例，男 12例，女8 例，年龄21～68，平均(59±14.7)岁。 

  1.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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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研究对象均使用美国GE公司十二通道动态心电图分析系统，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采用人机对话方式剔除伪差和室性

搏动。计算机自动测量R-R间期和计算24h心率变异性指标：①窦性R-R间期标准差(SDNN)，②低频段功率(LF：0.04～0.15Hz)，

③高频段功率(HF：0.15～0.4Hz)，④LF/HF值。 

  1.3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13.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用独立样本t检验，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SDNN：阵发性房颤组的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LF;HF;LF/HF等指标两组无显著差异(P>0.05)。 

  3 讨论 

  HRV指逐次心跳周期差异的变化情况，它是反映自主神经功能及其对心血管的调控作用和反映心脏活动正常与否的重要指

标。时域指标中SDNN变大反映迷走神经活性的增强和/或交感神经活性的降低。在频域指标中，低频成分反映交感神经活性，高

频成分反映迷走神经活性，LF/HF主要反映交感神经与迷走神经张力平衡性[2，3]。本研究发现阵发性心房颤动患者的SDNN高

于正常对照组(P<0.05)，同国内外报道的结果一致,说明阵发性心房颤动患者的迷走神经张力明显增强。房颤的动物实验已经证明

刺激迷走神经可缩短心房有效不应期(AERP)和心房激动的波长，还增加了AERP的离散度，并能诱发房颤的发生[4，5]，其机制

可能是迷走神经活性增强引起心房肌不应期缩短、传导性减慢、激动波长(波长=传导速度×不应期)减小，有利于微折返的发生;

去除心房的迷走神经可减少和降低房颤的发生。最近还有研究表明肺静脉局灶性房颤的发生主要依赖于发作前迷走神经张力的增

高[6]。在临床上亦发现迷走神经张力增强者容易复发。国外学者Razavi等[7]研究发现对犬进行肺静脉电隔离消融后AERP对迷走

神经刺激的反映性下降，房颤的复发率下降，这可能是由于消融术后，迷走神经对心房和心耳的影响下降造成的。在临床研究

中，国外学者Pappone等[5]对房颤进行射频消融时出现迷走反应的患者，继续对其位点进行消融，直至迷走反应消失，经随访1

年，发现术中出现迷走反应的99%患者无房颤复发，无迷走反应的则74%复发。这些都表明迷走神经在心房颤动的发生与维持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表明，迷走神经张力增强可能是阵发性心房颤动发生与维持的机制之一。对阵发性心房颤动患者进行迷走神经破坏的

射频消融，不仅可以减少房颤的复发，而且还可以提高房颤消融术的成功率，有可能成为将来其治疗的重要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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