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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题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心脏损害及对策探析
吴小平1 摇 王培利2 摇 王承龙2

摇 摇 自 2019 年 12 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渊corona vi鄄
rus disease 2019袁COVID鄄19冤爆发以来袁疫情迅速在

湖北局部爆发并在全国范围内蔓延袁且近期韩国尧日
本尧伊朗尧意大利尧美国等国家确诊病例激增袁全球疫情

防治形势空前严峻遥 COVID鄄19 不仅以肺为靶器官造

成严重损害袁还可能引发心脏尧肠道尧肾脏等多脏器损

害袁且部分重型尧危重型伴新发心脏损害或既往慢性心

血管疾病加重袁表现为乳酸脱氢酶尧肌红蛋白尧肌钙蛋

白尧炎症因子升高袁心肌细胞变性坏死袁进而引发多脏

器衰竭咱1暂遥 故笔者综合最新进展探讨新型冠状病毒

渊2019 novel corona virus袁2019鄄nCoV冤对心脏的损

害袁探明其机制袁并提出可行治疗措施遥
1摇 COVID鄄19 的心脏损害摇
COVID鄄19 临床表现以发热尧干咳尧乏力为主袁少

数伴随鼻塞尧流涕尧咽痛鼻咽部症状及腹泻胃肠道症状

等遥 轻型尧普通型患者表现为低热尧轻度乏力袁重症尧危
重症患者发病一周后可出现呼吸困难尧低氧血症袁病情

迅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渊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袁ARDS冤尧代谢性酸中毒尧急性心

脏损伤尧多脏器衰竭等咱1暂 遥
COVID鄄19 可加重原有心血管等慢性疾病袁甚至

诱发新的更为严重的心脏损害袁并反过来加重 ARDS尧
休克尧多脏器衰竭等导致死亡遥 部分 COVID鄄19 患者

可出现心肌细胞变性尧坏死袁间质内可见少数单核细

胞尧淋巴细胞和渊或冤中性粒细胞浸润袁部分血管内皮

脱落尧内膜炎症及血栓形成咱1暂遥 JAMA 发表的 138 例

COVID鄄19 住院患者病例报告显示袁46郾 4%患者合并

慢性基础疾病袁其中高血压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分别

占 31郾 2%尧44郾 5%袁糖尿病占 10郾 1%曰COVID鄄19 并发

症除 ARDS 外袁还出现了心律不齐渊16郾 7%冤和急性心

脏损伤渊7郾 2%袁 参照肌钙蛋白等心肌酶标志物的血清

水平高于 99 个百分点的参考上限或心电图尧超声心动

图等判定心脏损伤冤等心血管并发症曰与非 ICU 患者

比较袁ICU 患者年龄更大渊66 岁 vs. 51 岁冤袁合并心血

管等慢性基础疾病患者比例更高袁包括高血压病

渊58郾 3% vs. 21郾 6%冤尧其他心血管疾病渊25郾 0% vs.

10郾 8%冤尧糖尿病渊22郾 2% vs. 5郾 9%冤 和脑血管疾病

渊16郾 7% vs. 1郾 0%冤 咱2暂 遥 另一项针对 99 例 COVID鄄
19 住院患者的研究指出袁大多数患者的心肌酶谱异

常袁76%患者乳酸脱氢酶升高袁13%患者肌酸激酶升

高袁乳酸脱氢酶最高可达 20 740 U/L袁肌酸激酶最高可

达 6 280 U/L袁这些异常表明 2019鄄nCoV 可能导致心

脏损害咱3暂 遥
2摇 2019鄄nCoV 病原学与心脏损害机制

2郾 1摇 2019鄄nCoV 的结构 摇 2019鄄nCoV 为继严

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渊 severe acute respira鄄
tory syndrome corona virus袁SARS鄄CoV冤尧中东呼

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渊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鄄
drome corona virus袁MERS鄄CoV冤后的又一新发现

的 茁 属冠状病毒袁其来源可能与穿山甲尧蝙蝠等中间或

天然宿主相关咱4暂 遥 冠状病毒包膜表面可见起吸附入

侵作用的穗状突起刺突蛋白即 S 蛋白袁S 蛋白分为受

体结合亚基 S1 与膜融合亚基 S2 两个亚基袁其中 S1
通过与宿主表面受体结合附着袁S2 则融合宿主细胞

膜袁从而将病毒基因注入宿主内咱5暂遥 2019鄄nCoV 为正

股单链 RNA 病毒袁基因测序分析显示袁其与 SARS鄄
CoV 核糖核苷酸测序吻合度为 86郾 9%袁有一定区

别咱6暂 遥 但通过分析 2019鄄nCoV 与 SARS鄄CoV S 蛋白

上的受体结合域渊 receptor binding domain袁RBD冤
发现袁新型冠状病毒 S 蛋白和 SARS 冠状病毒 S 蛋白

在 RBD 中具有几乎相同的 3D 结构袁尽管替换了五个

重要的界面氨基酸残基中的四个袁新型冠状病毒 S 蛋

白仍与人体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渊angiotensin con鄄
verting enzyme 2袁 ACE2 冤 具 有 显 著 的 结 合 亲

和力咱7暂遥
2郾 2摇 2019鄄nCoV 心脏损害机制

2郾 2郾 1 摇 下 调 ACE2 表 达 摇 2019鄄nCoV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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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鄄CoV 一样袁可通过下调 ACE2 表达影响肾素原
血管紧张素系统渊 renin鄄angiotensin system袁RAS冤
调节路径袁从而引发或加重心脏损害咱7暂遥 RAS 是人体

最为重要的体液调节系统之一袁可调节人体血压尧水电

解质袁维持人体内环境稳态袁在心血管活动的调节中发

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遥 该调节路径主要通过两种轴通路

相拮抗进行动态调节袁从而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遥
生理情况下袁ACE鄄血管紧张素渊angiotensin袁Ang冤域
轴与 ACE2鄄Ang 渊1 原 7冤 轴拮抗维持动态平衡袁然而

COVID鄄19 患者由于 2019鄄nCoV 结合 ACE2袁ACE2
表达下调袁导致人体中 Ang渊1原7冤水平下降袁扩血管尧
降血压尧抗炎尧抗增殖尧抗纤维化尧抗肺泡上皮细胞凋亡

作用减弱袁而 Ang域水平异常升高袁加剧缩血管尧升血

压尧扩大炎症反应尧促细胞凋亡和病原体增殖效应袁造
成新发心脏损害或加重原有慢性心血管疾病咱8暂遥

2郾 2郾 2摇 细胞因子风暴摇 细胞因子风暴是 COV鄄
ID鄄19 患者由轻症转为重症尧危重症的病理环节袁引起

肺尧心脏等多脏器损害与衰竭遥 细胞因子是主要由免

疫细胞合成尧分泌的小分子蛋白质袁包括白细胞介素

渊 interleukin袁IL冤尧干扰素渊 interferon袁 IFN冤尧肿瘤坏

死因子渊 tumor necrosis factor袁TNF冤袁广泛参与免

疫应答和炎症反应调节遥 当机体遭受 2019鄄nCoV 攻

击造成严重感染时袁体内免疫负反馈调节缺失和正反

馈调节不断放大袁免疫调节网络失衡袁导致多种细胞因

子急剧异常升高袁引发更强烈的免疫反应咱9暂 遥 细胞因

子风暴可加剧肺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及肺泡上皮细胞的

弥漫性损伤袁造成肺部大量渗出袁并作用于血管内皮细

胞等继而产生血小板聚集因子尧前列腺素尧白三烯袁损
伤动脉内膜袁引起循环系统的心脏高排量与微循环低

阻力袁造成心肌细胞缺血缺氧坏死咱10原12暂遥
2郾 2郾 3摇 低氧血症等其他伴随症摇 2019鄄nCoV 导

致的严重肺部感染可伴随顽固性的低氧血症袁肺毛细

血管持续痉挛可引起肺动脉高压袁进而导致左心室射

血障碍袁同时心肌长期在缺氧环境下可发生心肌细胞

损伤与坏死袁加重心功能受损咱1暂 遥 此外袁COVID鄄19 危

重患者可能会因为长期卧床尧营养不良尧凝血功能异常

引起栓塞等袁也可对心脏产生不利影响遥
3摇 COVID鄄19 合并心血管病及心脏损害的治疗

策略

3郾 1摇 西医治疗策略摇 约 30%的 COVID鄄19 确诊

病例患有高血压病尧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袁 2019鄄
nCoV 感染引起的系列异常变化会破坏冠状动脉斑块

稳定袁导致心血管急危重症风险增加曰此外袁急性心肌

梗死的典型症状和表现可能被 COVID鄄19 掩盖袁因此

COVID鄄19 疫情防控背景下的心血管病管理与应对成

为重要命题咱13暂 遥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发布的专家

共识提出野疫情第一尧风险评估尧首选保守尧确保防护冶
的指导原则袁建议根据 COVID鄄19 定点医院和非定点

医院尧确诊病例和非确诊病例对心血管急危重症患者

进行分类管理咱14暂 遥 对于 COVID鄄19 合并急性 ST 段抬

高型心肌梗死患者袁建议首选第三代溶栓剂及优化药

物治疗袁尽可能避免介入尧手术等有创治疗袁防止职业

暴露造成的交叉感染遥 对于极少数危及生命的急危重

症尧药物治疗无效的 COVID鄄19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袁必
须严格遵守院渊1冤市级以上行政部门审批曰渊2冤采取三

级防护措施曰渊3冤具备满足负压及严格消毒条件的导

管室曰渊4冤围术期在负压 ICU 监护治疗等介入治疗准

入要求方可手术遥 对于心力衰竭患者袁以控制肺部感

染为根本袁防止心衰加重袁严格监测心脏功能及出入

量袁并联合或交替使用多种利尿剂减少心脏负荷袁必要

时启用体外膜肺氧合 渊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袁ECMO冤尧连续肾脏替代疗法渊continu鄄
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袁CRRT冤 咱15暂 遥 对于

COVID鄄19 合并高血压病患者袁轻型 COVID鄄19 建议

停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尧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

剂和利尿剂袁改用钙通道阻滞剂袁重症 COVID鄄19 患者

可改为肾素抑制剂阿利吉仑或钙通道阻滞剂袁从而避

免引起 ACE2 水平升高而加速病毒入侵与复制咱16暂遥
美国心脏学会指出袁心血管病患者应在 COVID鄄19 疫

情爆发期间严格遵照指南服用稳定斑块的药物如他汀

类尧茁 受体阻断剂等袁从而降低心血管风险袁同时根据

个体差异调整用药咱17暂遥 目前尚无抗病毒特效药物袁磷
酸氯喹或可通过干扰 ACE2 末端糖基化等机制阻止病

毒感染咱18暂袁但患有心脏疾病 COVID鄄19 患者禁用该

药咱1暂 遥 采用吸氧尧机械通气尧液体复苏尧血管活性药物

等呼吸尧循环支持可为危重病人抢救与生命支持发挥

积极作用袁从而改善心肌缺氧尧降低炎症反应尧延迟细

胞因子风暴进而保护心脏咱1暂 遥
3郾 2摇 中医治疗策略摇 目前针对 2019鄄nCoV 感染

仍缺乏特效抗病毒药物袁中医药治疗可发挥重要作用遥
COVID鄄19 属于中医学野瘟疫冶范畴袁叶温疫论曳指出院
野瘟疫之为病袁非风袁非寒袁非暑袁非湿袁乃天地间别有

一种异气所感冶 咱19暂遥 疫气致病袁具有强烈的传染性袁且
病情变化急剧骤然袁多发变证遥 COVID鄄19 中医病名

为 野 寒湿疫冶 咱20暂 袁 多位专家学者 认为 其为 野 湿毒

疫冶 咱21原23暂 袁二者并不矛盾袁其核心病性为湿袁病位以肺

为主袁可累及心遥
COVID鄄19 引起的心脏损伤与寒湿疫中期尧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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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湿尧毒尧瘀尧闭的病机相关遥 中期病邪由表入里袁化热

化燥袁湿热内闭袁入血致瘀袁逆传心包遥 肺失宣肃则咳

嗽袁湿热困于胸中则胸闷气促袁心神不主则烦躁谵语袁
气血两燔则或发斑疹袁瘀血阻络尧气营两伤故倦怠乏

力尧舌绛少苔或无苔尧脉沉细数遥 治疗可侧重清热泻

肺尧气营两治尧化瘀除湿袁可选麻杏石甘汤尧葶苈大枣泻

肺汤尧黄芩石膏汤尧甘露消毒丹袁配合血必净注射液尧醒
脑静注射液遥 重症期内闭而外脱袁心阳离绝袁湿尧毒尧
瘀尧热内闭可见呼吸困难尧动辄气喘尧神昏袁心阳离决可

见冷汗淋漓尧四肢厥冷尧气息声微尧脉浮大无根遥 治疗

可开窍尧固脱袁选安宫牛黄丸尧四逆汤尧生脉饮遥 此外袁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筛选出的 COVID鄄19 治疗方剂野清
肺排毒汤冶总体有效率达 90%袁可有效缓解症状袁防止

病情加重咱24暂袁并于 2 月 6 日发布叶关于推荐在中西医

结合救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使用野清肺排毒

汤冶的通知曳 咱25暂 遥
3郾 3摇 中西医结合治疗策略摇 针对 COVID鄄19袁现

代医学以抗感染尧对症及支持治疗为主袁尚无特效治疗

方法遥 中医学可通过汤剂尧中成药尧中药注射剂及其他

非药物疗法辨证施治袁发挥整体调节尧增强自身抗病和

康复能力的作用袁可快速改善咳嗽尧乏力尧心悸等症状袁
有效减少轻型和普通型向重型尧重型向危重型发展遥
有研究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组普通型转重型率为

5郾 9%袁优于单纯西医治疗组的 33郾 3% 渊P<0郾 05冤袁以
中医药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能防止重症尧危重症患

者病情恶化袁防止心脏等多脏器损害与衰竭咱26暂遥 相关

病例报告显示袁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COVID鄄19 可取

得较好疗效咱27暂遥 另一项病例报告显示袁对于病毒复燃

或二次感染患者袁单独运用西药疗效不明显袁而运用中

西医结合治疗后袁症状明显好转袁未进展成为重症

患者咱28暂 遥
目前中医药治疗 COVID鄄19 有显著的整体改善作

用袁但其改善心脏损伤的机制尚不清楚袁中医药治疗可

能通过降低炎症因子尧抑制细胞因子风暴尧减少氧化应

激原自由基堆积和细胞凋亡尧调节机体免疫功能等多个

靶点尧多个调节通道协同发挥效用咱29暂袁中西医结合可为

COVID鄄19心脏损害等危重症救治提供有力支持遥
4摇 结语

COVID鄄19 相关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明确袁在积极

研发特效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的同时袁应重视 COVID鄄
19 引发的心脏损害袁遵循专家共识积极抢救 ACS尧心
衰等急危重症心血管病袁发挥中西医协同效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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