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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讨!

心肾综合征以传统 &心肾相关'思路论治探讨

董"艳"王"阶

摘要"心肾综合征是指心脏与肾脏均出现功能障碍的疾病"其发病涉及心#肾两脏"由心及肾"或由肾及

心"或心肾同病"故治疗时应两者兼顾$ 目前单纯西医治疗并未取得较好疗效"患者生活质量及临床获益较

差$ 相比之下"中医学从%心肾相关&理论认识心肾同病历史悠久"相关方剂的治疗作用不仅被研究证实"更

能在临床上取效$ 因此"从传统%心肾相关&思路探讨心肾综合征'尤其是
!

型和
"

型(的证治具有十分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心肾相关) 心肾综合征) 中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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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肾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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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指心脏和肾脏其中一个器官的急性或慢性功能障碍导

致另一个器官的急性或慢性功能损害的临床综合征)

临床分为
7

型"其发病机制与血流动力学改变*肾素+

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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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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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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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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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激活*活化交感神经

系统*全身炎症反应及氧化应激反应等相关"但具体机

制尚未完全明确) 目前现代医学多以利尿剂*

UOOJ

抑制剂*重组人脑利钠肽及持续血液滤过等对症支持

治疗为主"但由于用药时需兼顾心肾功能"一些西药选

择和运用受到很大限制"且随着利尿剂的广泛使用"一

些患者逐渐出现利尿剂抵抗"这使得本已难治的
&UJ

更加棘手) 因此"目前
&UJ

临床治疗方法局限"效果

欠佳"患者生活质量难以改善)

中医学对心肾生理功能与病理变化认识较早"虽

无
&UJ

之名"却明确提出&心肾相关'理论"故基于此

传统理论"从心肾相关的思维方式论治
&UJ

具有一

定理论依据"并能为其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根据
&UJ

临床常见水肿*少尿或无尿*心慌*憋闷"甚至喘促难卧

等症状"可将其归属中医学&水气病'*&心悸'*&喘证'

等范畴"相关治疗方剂也常运用于
&UJ

"且有研究和

临床实践已经证实这些方药不仅可以减少西药的不良

反应"还能改善患者症状*生化指标及生活质量"进而

在
&UJ

的治疗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

#

7

-

)

#

"&心肾相关'内涵

&心肾相关'是指心肾两脏及其相应的经络*形体

及官窍等组织器官生理上的联系和病理上的相互影

响,

B

"

$

-

"其内涵远远超出了狭义的&心肾相交'"涉及内

容更为广泛"包括水火既济*君相安位*精血互用*精神

互用及经络相连)

#

!

#

"水火既济"&水火既济'是指心火$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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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肾"使肾水不寒"肾水$阴%上济于心"使心火不亢)

该词最早由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明确提出"&夫心

者"火也(肾者"水也"水火相济'

,

8

-

"而其理论的形成

则是以古人对自然及人体的阴阳属性及五行归属的整

体认识为基础#$

#

%阴阳属性".周易/记载既济卦*未

济卦*泰卦及否卦"指出了天地阴阳水火升降之哲理"

而&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人体与天地相合"心居上

焦属阳"肾居下焦属阴"心阳必须下助肾阳以制肾阴"

肾阴必须上助心阴以制心阳($

!

%五行理论"心属火"

肾属水"&火曰炎上'*&水曰润下'"心火在肾水的滋润

下才不至于过度亢盛"肾水在心火的温煦下才不至于

过于寒凉"正如.中藏经!阴阳大要调神论第二/所言

&火来坎户"水到离扃(阴阳相应"方乃和平'

,

E

-

) 而关

于&水火'的理解"现代医家又有所发展"有人认为&心

火'并非特指心阳"&肾水'亦非特指肾阴"它们是同义

复词"指心肾两脏的阴阳"因此心肾相交是心肾两脏生

理功能相互影响的高度概括,

#"

"

##

-

)

心肾之水火能相互既济者"其原因可概为#$

#

%阴

阳互藏"如.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药略第三十二/

载#&坎中藏真火"升真水而为雨露也(离中藏真水"降

真火而为利气也'

,

#!

-

($

!

%中枢升降".证治准绳!虚

劳/载#&道家交媾心肾"以脾为黄婆者"即此意'

,

#%

-

"

.四圣心源!劳伤解/ 言# &中气者"和济水火之

机'

,

#Z

-

"故两者均认为心肾水火交济与脾相关)

#

!

!

"君相安位"心阳为君火"肾阳为相火"君火

在上"主发神明"为一身之主宰"以明著为要(相火在

下"禀命行令"系阳气之根"以潜藏守位为要"两者各安

其位) 同时两者又相互依赖"正如张景岳所言&君火

之变化于无穷"总赖此相火之栽根于有地"虽分之则一

而二"而总之则二而一者也'

,

#7

-

"只有心阳肾阳各安其

位"各司其职"才能维持心肾两脏"乃至整个机体的平

衡协调"否则&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扇"则妄动

矣'

,

#B

-

)

#

!

%

"精血互用".血证论!阴阳水火气血论/

云#&火者"心之所主"化生为血液以濡养周身'

,

#$

-

"心

乃主血脉之脏"生血行血(而&肾者"主蛰"封藏之本"

精之处也'"肾为藏精之脏"&精不泄"归精于肝而化清

血'

,

#8

-

"肾精充盈"由心火化为血液"而藏于肝"濡养五

脏六腑"且&夫心主血"血即精也'

,

#E

-

"由此"心肾精血

互生互用"相互影响) .诸病源候论!风惊候/载#&失

精者"令人怅怅"心常惊悸'

,

!"

-

"故伤精亦如失血"可见

惊悸*神志昏蒙等)

#

!

Z

"精神互用"心藏神"肾藏精"精为神化生之

源"神能控精驭气"两者相生相用"尤如.四圣心源!

精神/载#&神胎于魂而发于心"而实根于坎阳"精孕于

魄而藏于肾"而实根于离阴'

,

#Z

-

) 心肾精神互用又以

气为基础"以情志为外在表现"如.理虚元鉴!心肾

论/载#&以先天生成之体论"则精生气"气生神"以后

天运用之主宰论"则神役气"气役精'

,

!#

-

"指出气乃精

神互生互役的基础) 此外"喜为心志"恐为肾志"心肾

精神失司可出现&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肾气虚

则厥"实则胀"五脏不安'的情志及脏腑异常表现)

#

!

7

"经络相连"心肾经络相连体现在
!

个方

面#$

#

%经络直接相连".灵枢!经脉/载#&肾足少阴之

脉00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杂病源流犀

烛!心病源流/释#&心与肾连"经曰#心舍脉"其主肾

经'

,

#E

-

($

!

%通过营卫之气间接相通".灵枢!营气/#

&循足心注足少阴"上行注肾"从肾注心"外散于胸

中'*.灵枢!卫气行/#&其始入于阴"常从足少阴注于

肾"肾注于心') 由此"心肾经络的直接与间接联系"

为其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的相互影响提供了结构

基础)

!

"

&UJ

病机认识

&UJ

病位以心肾两脏为主"可涉及其他诸多脏

腑"但始终以&心肾不交'为核心病机,

!!

"

!%

-

"肾阳虚无

力蒸腾"肾阴虚无水上济"心阳虚无火下降"心阴虚心

火独亢"两走其偏"故而成上热下寒之心肾不交证,

!!

-

)

其心阳亏虚"温煦无力"在上者不安其位"会致肾阳亦

虚(而肾阳虚无力蒸腾"不仅累及心阳亏虚"还会导致

水行障碍"停于体内"加之心阳亦虚"易受邪扰"而发为

水气凌心"症见憋闷咳喘) 此外"肾阴亏虚"亦会致心

阴不足"心神失养"出现烦躁*昏迷等神志异常表现"更

有甚者"阴损及阳"终至心肾阴阳两虚) 病至后期"阳

虚推动乏力"血行淤滞(阴虚内热"暗耗津血"血液黏

滞"终致血液运行不畅而成瘀血) 此瘀血形成"与湿

毒,

!Z

-及痰饮,

!7

-等一并构成了
&UJ

发生发展的关键

病理因素)

%

"从&心肾相关'治疗
&UJ

%

!

#

"交通心肾"

&UJ

常见心悸*烦躁*失眠等症

状"临证辨证属心肾不交者"以炙甘草汤治之"不仅补

益心之气阴"更能疗其肾虚,

!B

-

"乃因肾阴虚无水上济"

心火浮动而悸) 另.石室秘录/惊悸门之两静汤"怔忡

门之心肾两交汤皆为疗心肾不交之悸"故亦可用治

&UJ

) 若患者以烦躁*失眠为主者"可投黄连阿胶汤

治&心中烦"不得卧'"以其疗少阴热化"心肾不交证(

此外"有研究证实西药联合黄连阿胶汤治疗
&UJ

比

单纯西药疗效更显著,

#

-

"其对临床指标和症状改善都

有明显的优势) 另有报道则显示交通心肾方交泰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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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延缓心肾功能恶化的作用"其机制可能为对抗

UOOJ

过度激活和机体炎症反应,

!

-

)

此外"由于脾胃乃水火交济之枢纽"故通过补中益

气及升降脾胃"亦可助心肾相交"如.金匮要略/小建

中汤之治"仲景首创建中气以补益心肾之法(而其黄连

汤之治"则指出升降脾胃能使水火交通,

!B

-

)

%

!

!

"温阳利水".伤寒杂病论/真武汤及苓桂术

甘汤为临床常用温阳利水方"而其所述奔豚之治"用桂

枝加桂汤及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者"亦为
&UJ

水气凌

心证之治提供了指导) 其所载茯苓杏仁甘草汤*桂枝生

姜枳实汤及乌头赤石脂丸"皆因心肾阳虚"胸阳不振"肾

水不化"寒水上逆所致"故亦常为临床借鉴使用) 此外"

一些现代研究也肯定了这些方剂治疗
&UJ

的有效性"

有报道显示常规西药联合真武汤"不仅改善临床症状"

更能增强肾微循环灌注及肾功能,

%

-

) 另有研究显示"苓

桂术甘汤能明显降低慢性心力衰竭大鼠血清血管紧张

素
"

$

O>?"

%*内皮素$

#

$

9)

$

#

%*

)6[

$

#

和
(\

$

#$

水平"

从而抑制大鼠心室重构"改善心脏舒缩功能,

Z

-

)

%

!

%

"活血利水".金匮要略/载&血不利则为

水'"指出了血液与水液代谢的相互影响"并提出了水

液代谢失常当&去水"其经自下'"为
&UJ

血瘀水停证

的治疗提供了方向) 而水停与瘀血为
&UJ

中晚期的

常见病理因素"因此活血利水法临床运用较多"常用方

剂为真武汤*苓桂术甘汤*葶苈大枣泻肺汤*血府逐瘀

汤*丹参饮及桃红四物汤等) 有报道显示温阳利水活

血药物$附子*葶苈子*茯苓*丹参*红花及当归等%能

明显提高慢性心衰患者生活质量"作用优于单纯西医

组,

7

-

) 而其分子作用机制可能为降低
6)

$

S2/T6]

*

O>?"

及
6

端前脑钠肽$

O\C

% 水平"从而抑制神经

内分泌过度激活和改善心功能,

!$

-

)

%

!

Z

"补益精血"

&UJ

常见于中老年"人至中年

阴气渐亏"尤以精血为著".黄帝内经/载&年四十而阴

气自半也"起居衰矣'"故其精血亏虚"心肾失养"常出

现心悸*口干口苦*失眠及记忆力减退等症) 此时当补

心血*益肾精"而尤以滋养肾精为主"正如.杂病源流

犀烛/载#&肾阴既衰"心血必不足) 以精即是血"心血

虚本于肾虚"肾虚必至于心虚也'

,

#E

-

"常用方为六味地

黄丸及左归丸等) 此外"尚有研究显示肾精亏虚与原

发性高血压密切相关"而高血压是
&UJ

发生发展的

重要因素"因此控制血压成为治疗
&UJ

的关键,

!8

-

)

研究证实六味地黄丸具有保护高血压患者心脏,

!E

-及

降脂*保护血管内皮的作用,

%"

-

)

%

!

7

"滋肾宁神"&凡乎水火既济"全在阴精上承

以安其神(阳气下藏以定其志' $.推求师意!杂病

门/%"因此对于
&UJ

出现神志异常者"不仅要养心*镇

心安神"还要从补肾论治"正如.理虚元鉴!心肾论/述#

&盖安神必益其气"益气必补其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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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心藏神"

情志为精神的外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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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又多见忧思悲恐"故

治疗除补益心肾外"情志相胜疗法也是值得借鉴的"诚

如张子和所言&喜可以治悲"以谑浪亵狎之言娱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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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UJ

的神志症状提供了另一种治疗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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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通经脉"心肾经络相连有直接和间接关

系"故治疗也可分而论之"直接治疗是指针灸疗法"

.金针赋/载#&子午捣臼"水蛊膈气'"指出子午捣臼手

法$子午"指左右捻转(捣臼"指上下提插%可以利水行

气"现代研究亦证实针灸不仅可以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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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降

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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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被广泛运用于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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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接治疗是指通

过调节营卫来调理心肾经络".难经!十四难/云#&损

其心者"调其营卫'"清!赵晴认为调心肾需 &遵

.内经/守经隧"加意于营卫可也'"且仲景对该法的运

用早有论述"其所载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即是通过调和

营卫来交通心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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