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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在诊治心力衰竭中的地位

邓"悦

""心力衰竭是一种进展性病变"一旦开始"即使未出

现新的心肌损伤"临床状态稳定"但仍自身不断进展变

化& 心力衰竭是多种病因导致的一种复杂临床综合

征"存在非常大的异质性"其临床治疗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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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病死率与恶性肿瘤相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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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目前重大的临床和

公共卫生问题& 我国心力衰竭的流行病学特点与发达

国家日益相近"冠心病)高血压已经成为心力衰竭在我

国流行的最主要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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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心力衰竭的治疗策略

从初始的短期血流动力学
E

药理学干预方案转为长期

修复性策略"目的是改变心脏衰竭的生物学本质& 心

力衰竭的治疗目的是缓解临床症状)改善生活质量)延

缓心室重构进程"最大程度降低住院率和病死率& 近

年来"中医药在心力衰竭领域基础和临床研究取得优

势和进展"为心力衰竭防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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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诊治心力衰竭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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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观下的审证求因)辨证论治"随着对

心力衰竭研究的日益深人"目前中医界对心力衰竭病

因及病机认识已基本趋于一致"是心体俱病"但各有所

侧重& 多数学者认为其病因多为饮食失宜)七情内伤)

脏腑内伤& 病性多属本虚标实"病位在心"涉及肺)脾)

肾诸脏"气)血)水相互作用为病& 心力衰竭多由外感)

劳累)情志因素诱发"素有胸痹心痛)真心痛)心痹等病

者"气虚血瘀)痰浊阻络)水饮内停是其主要病机"心气

虚弱)阳气不振)鼓动无力"影响气血运行"久之则内生

瘀滞"累及肺)脾)肾"使水液输布运化发生障碍& 其病

变主要责之于心& 辨证论治"各有所长"各有侧重& 中

医药治疗心力衰竭已取得了显著疗效"尤其在慢性心

力衰竭的不同阶段)晚期难治性心力衰竭及顽固性利

尿剂抵抗等方面更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 如活血化

瘀)利水消肿治则仍指导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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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医学转向循证医学"中医学在心力衰

竭治疗方面经历了漫长的临床实践"总结了不同时期

医家的经验和方剂"如保元汤$*博爱心鉴+%)桃仁红

花煎$*陈素庵妇科补解+%)真武汤$*伤寒杂病论+%)

五苓散$*伤寒杂病论+%)五皮饮$*证治准绳+%)葶苈

大枣泻肺汤 $*金匮要略+%)三子养亲汤 $*韩氏医

通+%)生脉散$*医学启源+%)参附汤$*济生续方+%)

四逆汤$*伤寒杂病论+%"作为中医治疗心力衰竭的常

用方和基本方"临床疗效独树一帜& 在总结前人经验

基础上"目前国内已有大量相关临床研究通过
+1.<

分析等评价方法证实温阳化瘀利水法以及参附注射

液)心脉隆注射液等为代表的中成药在心力衰竭治疗

方面中的特异性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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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医治疗心力衰竭

提供了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并作为心力衰竭有效的

治疗手段广泛应用于临床实践中"收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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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治疗下的精准医学与中医药个体化

治疗"心力衰竭是多种病因导致的非常复杂的一组异

质性临床综合征"其遗传背景)发病原因)疾病发展走向

及阶段等方面存在非常大的个体性差异& 目前指南指

导下的心力衰竭规范化治疗残存死亡风险率仍然很高"

精准医学结合遗传学背景与实际临床进程"针对病因)

病理)生理机制的个体化治疗是目前的发展方向"有望

发现以病因为基础的治疗靶点"改善目前治疗困境& 中

医药辨证施治主旨与精准医疗个体化针对性治疗精神

十分锲合"是精准医学思维的具体体现"患者由于生存

环境)禀赋体质)病因病机)四诊信息)症状体征的不同"

则应用中医个体施治原则治法而各异)药物作用不同)

治疗效果就不同)预后也不同"中医药研究合理利用基

因及代谢组学)大数据研究等前沿科学技术手段将有效

促进精准医学的发展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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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中医药在现代心力衰竭治疗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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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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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中成药的应用"中医中药以其自身独有的作用效能

和特点在心力衰竭防治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目前已

被大量临床试验及基础研究证实"*中国心力衰竭诊

断和治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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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心力衰竭的药物治疗

建议中明确表示对目前全国已开展的应用中医药治疗

慢性心力衰竭相关研究和报道的高度重视"同时关注

到在一项以生物标记物为替代终点的多中心)随机)安

慰剂对照研究中"芪苈强心胶囊具有明显降低慢性心

衰患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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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临床试验结论"并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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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对心力衰竭的治疗和改善预后方面寄予充分肯

定和希望"随着中医药研究事业的长足进步发展"在未

来的心力衰竭指南中将有更多循证依据充分的中医药

使用推荐及指导意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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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中医诊疗专家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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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慢性心力衰竭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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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相继颁布"在继承和总结中医药治疗慢性

心力衰竭丰富经验基础上"结合近现代相关基础和临床

研究成果"以规范化治疗为指导思想"以病证结合为基

本原则"

!"#9

年颁布了*慢性心力衰竭中西医结合诊疗

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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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共识在*慢性心力衰竭中医诊疗专家

共识+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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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指出了中医药在慢性心力衰竭

防治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提出中医药在慢性心

力衰竭中具体的治疗指导建议"在西医治疗基础之上"

联合应用中医药治疗可明显改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临

床症状和生活质量"维持心功能"降低再住院率& 慢性

心力衰竭为本虚标实之证"将其中医病机用 ,虚-)

,瘀-),水-进行高度概括"执简驭繁"推荐益气)活血)

利水为心衰的基本治疗法则& 并对慢性心力衰竭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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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发展阶段的中医药干预方案提出具有不同

针对性的治疗策略和手段& 对芪苈强心胶囊)芪参益气

滴丸)心脉隆注射液)参附注射液)参麦注射液等中成药

及对黄芪)丹参等常用单味中药的强心)利尿)扩血管)

抑制心室重构)抗血小板等方面的作用及有效性进行了

说明和解读& 该专家共识的发布体现了中医药在慢性

心力衰竭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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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防治心力衰竭作用显著"心力衰竭

作为一种临床综合征"具有易反复)预后差)病死率高

的特点"目前西医常规治疗靶点较为单一"药物不良反

应较多"治疗发展已进入平台期"且不具有选择性的个

体化治疗特点"非药物治疗方法因多种因素限制治疗

效果较为局限& 中医治疗具有整体调节"药物品种多

样且不良反应小"具有明确的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

病制宜的个体化治疗优势"其多途径)多靶点的作用优

势"可避免西医治疗靶点因遗传缺陷导致的治疗效果

不良以及心力衰竭治疗药物代谢遗传缺陷引起的药物

效应减弱"是心力衰竭规范化治疗可联合和利用的重

要治疗手段和方法"在西医治疗基础上针对不同个体

有效的选择具有循证医学证据的中医药"将两者合理

有机结合将为目前单一化治疗方法找到更具优势的治

疗模式和发展途径"是精准医学可行的实施路线之一

和重要的临床实践手段"中医药是心力衰竭防治过程

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

"结语"随着现代医学技术发展"医疗理念的不

断转变完善"中医药也在进行更科学化)规范化和客观

化的有效蜕变& 在精准医学研究模式中"合理利用中医

药治疗优势特点"寻找循证医学客观依据"研究药物及

其与遗传代谢物质相互作用关系"探索总结高效科学的

治疗实践方式"将与现代医学一道"共同优化和提高心

力衰竭这一世界公共卫生难题的临床疗效"造福于

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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