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2 !"#$

"

3456 %$

"

74

!

!

作者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8

$北京
#""$""

%

通讯作者#李晓明"

)-5

#

#9:##$%;9##

"

<

"

=1>5

#

5?=:$9@#"!@ A

#!:6B4=

CD(

#

#"

!

$::#E&'(+

!

!"#$

!

"!

!

"!;:

!书#评!

&心脉病证风药分类专家共识'及

&心脉病证风药应用十六讲'出版

李晓明#李红梅#郑相颖#王云潇

##由王永炎院士(颜正华国医大师和金世元国医大

师指导"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介入心脏病学分会(海峡两

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中西医结合专业委员会(中华中

医药学会中药调剂与合理用药分会(中华中医药学会

医院药学分会联合发布的&心脉病证风药分类专家共

识'"以及由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王显教授编

著的&心脉病证风药应用十六讲'于
!"#:

年年初由人

民卫生出版社一并出版发行)

心脉病证包括心系病证和脉管疾病"相当于现代

医学的心脑血管疾病和外周血管系统疾病"亦即动脉

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是目前危及人类生命健康的

*头号杀手+"也是引起突发致残致死的主要疾病) 心

脉病证具有发病急骤(病情变化多端(病程迁延反复等

规律"与中医学风邪致病关系密切"隶属*风证+范畴)

近年来王显团队深入研究心脉病证与风邪致病的内在

规律"认为心脉病证属于*络脉为病+"病位在心脑之

络和肢体脉管之络"络脉为病不仅涵盖微血管病变"更

涵盖大血管易损斑块中病理性血管新生即病络) 有研

究显示"易损斑块快速进展是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关键

环节"斑块迅速增大的机制主要与斑块内新生血管的渗

漏与破裂有关"相比于评估斑块的形态与大小等静态特

征"动态评估斑块增长速度更能预测临床心血管事件)

凡络脉为病过程中出现动风征象称之络风内动"多见于

心脉病证不稳定期发生心血管事件的过程中"*热毒化

风+(*络虚生风+以及*外风引动+等均属于络风内动)

络风内动亦涵盖 *络结+(*络驰+和*络破+等病络形

式"引起气血运行失常或气血逆乱生风"最终导致*络风

内动,心脉瘀阻+病机环节"此即王显团队构建的心脉

病证络风内动病机学说) 络风内动病机学说丰富了风

证理论体系"为研究心脉病证治法治则以及风药分类提

供理论依据)

*风药+是一个法象药理名称"是指具有风木属性

的一类药物) 金元时代李东垣首次提出风药之说"临

床广泛应用风药治疗外感与内伤诸病) 明清时代徐大

椿进一步明确 *凡药之质轻而气盛者皆属风药+"叶天

士提出*久病入络+并开创虫类搜风通络药物之先河"

直至近代张锡纯提出*肝风内动+并完善平肝潜降息

风药物治中风) 当代王永炎(吴以岭提出病络理论"倡

导息风通络药物治疗心脉病证"大量临床实践证实"使

用*风药+治疗心脉病证可以显著提高临床疗效) 王

显团队根据风证的形成原因如外感风邪(肝阳化风(热

极生风(阴虚风动和血虚生风"以及风证的兼夹因素如

血瘀(气滞(痰浊(湿邪(水气(邪毒(燥邪(脾虚(肾虚(

里寒(郁闭"结合久病入络(络风内动等风证的发生发

展规律"将治疗心脉病证的风药分为发散祛风药(平肝

息风药(搜风通络药(清热息风药(养阴$血%息风药(

活血祛风药(祛风理气药(祛风化痰药(祛风除湿药(祛

风利水药(祛风解毒药(祛风润燥药(健脾息风药(补肾

祛风药(祛风温通药和祛风开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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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并组织中华

中医药学会多个二级分会进行反复论证"最终形成

&心脉病证风药分类专家共识')

在&心脉病证风药分类专家共识'的基础上"王显

教授结合自己多年的中西医临床实践"独立完成&心

脉病证风药应用十六讲'的编著工作) 书中以每一味

*风药+为条目"重点介绍在临床实践中探索出的*病证

结合有效方药+"书中所列
;"

首病证结合有效方药涵盖

心血管及交叉学科疾病的临床常用方剂"每首方剂突出

特征性症状或舌脉"部分方药*但见一证便是+"无论中

医医师还是西医医师都容易掌握方药指征"临床使用便

捷实效) 本书不仅为广大中(西医临床医师治疗心血管

及交叉学科疾病提供了实用工具"也介绍了中医药治疗

心血管疾病的最新科技成果"列举了中药单体及其特殊

载药途径在治疗心血管及外周动脉疾病中的应用范例)

阅读本卷令人耳目一新" 适用于中(西医科学研究人员

及企业研发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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