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悸
心慌

心脏乱跳记者 刘威

“莫名其妙出现心慌”“心跳得像揣了一只兔子”……在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种因素都可能导致心跳加速从而感到心

慌，但是如果没有明确诱因的时候出现心慌，就要考虑心脏

相关的疾病，比如房颤。专家提醒，房颤是中风极为重要的

导火索，但因为有些房颤一开始症状并不明显，很多患者不

以为然，结果拖出了中风才去医院，后悔莫及。

那么，如何应对房颤防止中风呢？2024年6月6日是

第12个“中国房颤日”，记者采访了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血管

内科主任医师席少静，请她给大家讲讲房颤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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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房颤就是心跳节奏乱了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
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
席少静介绍，我们正常的心
率 是 60 次/分 ~100 次/
分。房颤，通俗来说就是心
房跳得不规律了，是指心房
（主要是左心房）乱发指令，
导致心房各部分的心肌杂
乱无章地活动，但没有有效
地机械收缩，每分钟最快可
以达到350～600次，而且
没有任何规律，整个心脏的
正常跳动进而被影响。房
颤发作时，心室节律绝对不
整齐，并且最快可达到
100～180 次/分。房颤可

以是间断发作的，也可以呈
慢性病程。

房颤的危险因素包
括：高龄、遗传因素及高
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吸
烟、肥胖、久坐、阻塞性睡
眠障碍等。要警惕的是，
饮酒、熬夜、剧烈运动、情
绪激动等其他原因也可
引发房颤，一些不健康的
生活甚至成为当前房颤
发病增加的重要诱因。
这是因为植物神经功能
紊乱，尤其交感神经紧张
度增强是促发房颤的病
理机制之一。

警惕心悸、眩晕、胸闷等房颤信号

通常情况下，房颤是
“有迹可循”的。席少静表
示，早期识别房颤，可通过
这六大信号警示：胸口莫名
其妙怦怦跳等；脉搏时而强
时而弱，有时还会感觉到漏
跳；稍微用力时就感觉气
促、气短；易感疲劳，运动
量不如以前；经常出现胸
闷、胸痛等症状；发生昏
厥、头晕等不适症状。当
出现以上症状时，千万不
可硬挺，应及时到医院进
行检查治疗。

心电图能诊断出房颤，
但房颤分为阵发性和持续
性，阵发性房颤在就医和体
检时不一定发作，也就难以
捕获异常，因此可以做24
小时动态心电图，还可以做
7天、30天的动态心电图。
想要在早期发现房颤，除了

及时检查、定期体检，还可
以利用具备心率监测功能
的健康手环、手表等。

另外，学会摸脉也有助
于及早发现房颤。每一次
心脏的跳动，都会转化为脉
搏的一次搏动。房颤发作
时有明显的脉搏特点：一是
脉搏跳得快；二是脉搏跳得
不整齐。若觉得自己脉搏
不齐就应看医生排除。

但席少静同时提醒，并
不是所有房颤病人都有症
状。“有些房颤病人没有症
状，是因为其过滤功能比较
强，有效心跳和正常人一
样，因此，没有特别不舒服
的表现。但是，无症状房颤
心脏的基本状况和有症状
的一样，仍然有中风、心衰
等风险，更容易被忽视，所
以又称为‘隐形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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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颤患者生活中
要注意什么？

1. 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劳累、
熬夜，保持心态平和。

2.房颤患者，宜吃清淡易消化的
食物，适当多吃含维生素C的食物。
饮食要低热量、低脂肪、低胆固醇，少
吃含饱和脂肪酸、胆固醇高的食物，
避免吃辛辣刺激性和生冷食物。避
免饮酒，可以饮茶，但不要饮浓茶。

3. 适当的运动对房颤是有好处
的。做了房颤消融手术以后，有些患者
认为做过心脏手术就要尽量少动，这种
观点并不正确。研究表明，适度的运动
对于减少房颤复发是有好处的。但要
避免剧烈运动及重体力劳动。

心脏乱跳

小心房颤这个“隐形杀手”

老人突发中风
竟然是房颤作祟

市民陈阿姨怎么也想不
到，75岁的老伴因中风造成
半身瘫痪，究其原因竟是房
颤惹的祸。半个月前的一
天，陈阿姨的老伴正在厨房
做饭，突然“咚”地一声栽倒
在地上。陈阿姨慌忙冲进厨
房一看，发现老伴嘴角歪斜，
说不出话，胳膊也不听使唤
了。她赶紧拨打120。送医
院急救后，经过相关检查，医
生诊断为脑中风。原来，自
去年底，陈阿姨的老伴常常
感觉心悸、头晕，心脏跳得时
快时慢，到医院一检查，确诊
为房颤。“医生给开了抗凝药
和其它治疗房颤的药，叮嘱
他要按时吃药。但是他嫌麻
烦，药也是吃吃停停的。可
万万没想到，竟然会突发中
风。早知道后果这么严重，
我就每天盯着他吃药了！”陈
阿姨后悔不已地说。

房颤明明是心脏上的毛
病，怎么还会引发脑中风？
席少静解释说，房颤可以孤
立存在，也可以与其他心脑
血管疾病伴发存在。在房颤
的并发症中，中风和心衰是
最严重的。其中，心衰可以
慢慢预防，而中风却不可预
期。不论是哪种房颤，它的
最大危害就是中风（卒中），
因为心脏失去正常的收缩功
能，致使血液滞留于心房，形
成血栓，然后随血液流向脑
部，从而发生血管堵塞。有
数据显示，在缺血性中风中，
有 15%到 20%是源于房颤，
房颤引起的脑卒中后果更为
严重，致残率达25%左右，死
亡率可达25%。

规范治疗，抵抗中风来袭

房颤的治疗，包括使用抗心律失
常药物；使用抗凝药预防血栓形成；
有条件的可做左心耳封堵术；目前
节律控制治疗非常重要，恢复窦性
心律患者的远期获益大。恢复窦性
心律最有效的方法有房颤导管射频
消融术，冷冻球囊射频消融术，房颤
脉冲消融术，具体治疗措施需到医
院就诊。

“除了需要纠正房颤引起的心律
失常，抗凝也是一大重点。有一些危
险因素多的房颤患者，需要长期坚持
服用抗凝药，不可随意停药，避免中
风有机可乘。房颤抗凝治疗是一个
系统的治疗过程，一定要在专科医生
指导下进行，抗凝过度可能导致出
血，抗凝强度不够则没有预防作用，
尤其在初始治疗阶段，个体差异极
大，更需要严格的监测和科学的用药
指导。”席少静重点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