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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脑心同治研究　提高临床诊疗效果
赵　涛#　伍海勤!

　　心脑血管疾病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也是
一类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中国正在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心脑血管疾病的

发病率已经呈现显著升高的趋势。因此，心脑血管疾

病的预防和治疗成为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之一。但

是，由于疾病的重点靶器官（脑、心脏）特有的功能不

同，临床治疗学发展成为以专科（心病科、脑病科）为

主，而一个专科很难联系到心、脑同防同治。为此，根

据心脑血管疾病在生理病理上的紧密相关，相互影响，

并充分领悟中医“异病同治”的理论，赵步长教授提出

“脑心同治”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创制了脑心通胶囊

等“脑心同治”中药新药［
#

］。“脑心同治”概念的提出，

为探索心脑血管疾病的新的治疗策略、提高临床疗效，

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

　脑心同治的理论研究　针对脑心同治的理解，
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脑心同治属于异

病同治的范畴，指的是脑心疾病采取相同的治疗原则

和方法。也有学者提出，脑心同治包括两方面的涵义：

心脑血管疾病同时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同法治疗［
!

］。

因此，脑心同治不仅强调不同患者、不同疾病采用相同

的治疗方法，具有“异病同治”的理论内涵，为辨证论

治的重要体现之一，而且强调同一患者，不同部位的疾

病，采用同时治疗的策略，也是中医整体观念的具体体

现之一。脑心同治提出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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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心相通论　中医学认为心脑共主神明，
心与脑是相通的。中医学一方面强调人的意识思维和

情志活动为心所主，心是思维的主要器官；另一方面又

强调意识思维和情志活动是在元神功能基础上后天获

得的，与脑的关系密切。心脑相通是脑心同治理论的

生理基础。

心脑之密切相关已有多方面的论述。心藏神，脑

为元神之府。何廉臣认为，“盖以脑为元神之府，心为

藏神之脏，心主神明，所得乎脑而虚灵不昧，开智识而

醒人事，具众理而应万机”。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

录》认为，“人之神明，原在心与脑两处，神明之功用，

原心与脑相辅相成”。并指出神明有“元神”和“识神”

之区分，即“脑中为元神，心中为识神”。此外，神明还

有体用之别，“神明之体藏于脑，神明之用发于心”，即

神志活动的产生是由脑而达于心，由心而发露于外，人

欲用其神明，则自脑达于心，不用时则仍由心归于脑。

“元神在脑，识神在心，心脑息息相通，其神明自湛然

长醒”。《医学入门》认为，心有血肉之心与神明之心，

血肉之心即心脏。神明之心，主宰万事万物，虚灵不

昧，实质为脑。心主神明，脑为元神之府；心主血，上供

于脑，血足则脑髓充盈，故心与脑相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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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心共病论　心主血，心血充盈，心气旺
盛，血行正常则可上达于脑。否则，若心阳不振，心气

亏虚甚至衰败，必将导致脑之血供异常，临床可见头

晕，头痛，味觉、视觉异常甚至意识障碍等。元神藏于

脑中，而元神又为生命之枢机，元神衰败即死。故《素

问·刺禁论》曰：“刺头，中脑户，入脑即死。”心脑共为

神明之府，又有血脉相连，故“一处神明伤，则两处俱

伤”。此外，痰迷心窍、痰火扰心及心血瘀阻除了出现

胸闷、心悸等心系症状，也可出现眩晕、痴呆、语言不

清、失眠、精神错乱甚至昏迷等脑部症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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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心共络论　王永炎院士认为提高心脑血
管疾病疗效的突破口就中医学而言，是应重视病因病

理学说的发展，“络病理论”可以作为深入研究的切

入点［
;

］。络病是指各种因素导致络中营卫气血津液

运行、输布及渗化失常，最终出现络脉瘀滞、痹阻不通

的一类病证［
8

］，这也进一步说明“血瘀”是心脑血管疾

病病因病机的核心因素。“脉络———血管系统”学

说［
:

］认为瘀阻脉络引起“脉络———血管系统”血运受

阻，脏腑组织供血供氧不足，若心络瘀阻常见胸闷胸

痛，脑络瘀阻则见头晕头痛，由此可见，脑病中风与冠

心病心络瘀阻的发病基础均是血瘀。清代王清任明确

提出了中风属于“血管”的病变，其在《医林改错》中

指出：“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

而瘀。”缺血性脑血管病存在着脑络郁滞的病理变化，

在此基础上发生的脑络瘀塞（急性脑梗死）意味着脑

之脉络供血供气的阻断，此学说建立，使缺血性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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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冠心病中医病机间的共性凸显———脉络血瘀。络脉

为气血运行的通路，络病的各种病机变化其实质为

“不通”，故“络以通为用”的治疗原则［
7

］，同样适用于

“脉络——— 血管系统病”，包括缺血性中风、冠心病在

内的广大血管系统疾病。赵步长教授提出的脑心同治

理论正是基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共同特征以及心脑之间

的相互联系，不仅指出病机、而且提出相应的防治对

策，不失为指导临床心脑血管病现代防治的重要法则。

!

　脑心同治的方药研究　中医学认为本虚标实、
久病入络是心脑疾病的共同病理机制。心、脑血管疾

病具有反复发作、经久难愈、入络入血等临床特点，其

病程较长，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多为慢性迁延性疾病，

均属络脉病变。此两类疾病病因病机较为复杂，但综

合而看，不外乎本虚标实、心肾阳气亏虚为本，痰浊、瘀

血阻滞为标，将其归为气虚血瘀证。冠心病患者多由

气虚而致，气虚不足以运血而血瘀者，故益气活血为治

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一个常用方法。活血法与补气法联

合应用，可以提高活血化瘀法的疗效。在重用活血化

瘀药时，配合补气药，以达到化瘀而不伤正的目的。缺

血性脑卒中归属于“中风”的范畴。多数情况下，基础

病因是痰瘀，即“故邪”致病。王清任：“亏损元气，是

其本源”。因见到肢体不用等虚证，便认为虚是中风

的直接原因，因此，气虚血瘀证作为缺血性中风的主要

证型，方随法出，法随证立，气虚则补气，血瘀则活血化

瘀，故心、脑血管疾病临床上多采用的是益气活血法进

行治疗。

将“脑心同治”理论有效地用于临床实践，步长制

药研制了脑心通胶囊，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冠心病心

绞痛和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故脑心通胶囊是“脑

心同治”理论的代表方药，也是“脑心同治”理论的临

床实践。主治气虚血滞、脉络瘀阻所致的中风以及冠

心病心绞痛等证，在临床上发挥了其显著的疗效。脑

心通胶囊源于清代·王清任《医林改错·卷下·瘫痿

论》的补阳还五汤。脑心通胶囊系根据现代人体质及

发病特点，在“补阳还五汤”的基础上加虫类药和活血

化瘀药等，形成共有
#:

味中药配伍组合而成的现代

中药方剂。选用黄芪为君药，主要以益气为主，达到活

血化瘀之功；虫类药地龙、全蝎和水蛭三味虫类药为臣

药，虫类药性喜攻逐走窜、通经达络、搜剔疏利、无处不

至，故加大了活血、逐瘀、通经、活络的作用。在补阳还

五汤的基础上加大了活血化瘀药，配合君、臣药更有效

的活血止痛。全方具有益气活血、化瘀通络之效，扶正

固本、攻补兼施、标本同治，有补而不滞、祛瘀而不伤正

之功。脑心通胶囊组方体现了中医脑心同源，异病同

治之义，通瘀散结，使瘀散血行气畅，心脑络脉得以濡

养，则病减痛安，身体康复。

$

　脑心同治研究展望
$


#

　理论研究有待深入　目前的理论研究主要
集中在心脑相通、脑心同病、脑心共络等几个方面进行

了探讨，重点从心脑的生理病理角度进行了关联，并以

络脉加以联系，虽然在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方面具有

很好的指导意义，并广泛被临床所认可，但中医对心脑

血管疾病的认识，在理论的层次上，还有很多丰富的内

容，如气机升降、内伤积损、痰浊、火毒等理论认识，同

样指导临床应用，对于提高临床疗效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脑心同治在理论的层次上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

究，以丰富脑心同治的理论内涵，从而扩充脑心同治的

治疗法则，更好的指导临床。

$


!

　方药研制有待于多样化　由于脑心同治的
治疗原则主要以补气活血通络为主，在此基础上进行

的方药研制，大多数都以活血通络的药物为主要组成，

造成目前研制的药物很多类同品种。但从脑心疾病的

发病病机分析，临床实际远非血瘀络阻，还有其他病机

的认识，因此，研制出不同于活血通络为主要功效的药

物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形成脑心同治方药研制的

多样化。

$


$

　疾病的选择范围应进一步扩大　现有的文
献报道分析，脑心同治的疾病集中在中风病、冠心病，

相比之下，两种疾病的心脑血管疾病中占有很大的比

例，是脑心同治的主攻方向，但心脑血管疾病的范围广

泛，还有很多疾病值得用脑心同治的理论加以研究，扩

大临床的适应症，比如慢性心功能不全、心律失常、痴

呆、脑萎缩等疾病。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心脑疾病还包

括很多精神类疾病，如抑郁症等，也可以是脑心同治的

研究方向之一。

$


;

　机制研究需进一步深化　脑心同治的现代
研究，多围绕抗动脉粥样硬化进行，如脑心同治理论的

代表方药具有全面的保护血管内皮功能、抑制炎症反

应、稳定斑块以及抗栓效应等，但总体研究深度不够，

有的研究还是停留在药理效应的现象观察，深入的分

子机制仍有待于挖掘。近期已有学者采用网络药理学

的方法，对脑心同治的分子机制进行了探索，脑心通方

的主要成分同时作用于
GHEI

、
GHE<

、
GHE<G#

、

JHJ

、
JHJK

靶标组合，这５个靶标都同心脑血管疾病
的共同基础病因动脉粥样硬化相关［

9

］。此研究为深

入开展脑心同治理论的生物学基础及其方药的分子作

用机制奠定了基础，值得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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