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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讨!

心血管疾病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重点'策略及方法

刘$硕$邱瑞瑾$商洪才

摘要$结合中医学与现代医学的特点对心血管疾病临床研究的重点"策略及方法进行探讨#明确中西医

结合在心血管疾病的预防"治疗及康复过程中的作用#促进心血管疾病精准医学的发展#完善心血管疾病康

复体系建设$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 心血管疾病% 精准医学% 康复% 临床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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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是患病率很高的慢性非传染性疾

病(

#

)

* 近年来!新药物'新技术'新方法不断应用于心

血管疾病临床诊疗* 尽管心血管疾病的基础和临床研

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我国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和

病死率并未下降* 据相关统计!

!"#"

年北京市居民心

血管疾病死亡人数已占总死亡数的
5$

!

!\

!与国际水

平相近(

!

)

*

在心血管疾病的防治方面!中'西医应发挥自身优

势!从临床实践需求出发!积极探索中西医结合防治心

血管疾病的关键路径!共同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

血管疾病防治策略而努力* 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临床

研究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显得更加重要* 正值中国中西

医结合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临床研究方法专业组

成立之际!笔者认为有必要针对心血管疾病中西医结

合临床研究的重点'策略及方法展开讨论*

#

$心血管疾病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重点

#

!

#

$继续加强对心血管重大疾病的防控$中医

学与现在医学虽然对+心,的认识有很大差异!但无论

是中医基础理论中的心主神明'主血脉!还是现代医学

中的心主循环'主泵血功能!对于+心,的研究始终是

医学领域的重点内容*

心血管重大疾病主要包括心肌梗死'心力衰竭'

恶性或潜在恶性心律失常'心源性猝死等!这些疾病

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具有较高病死率* 因此!加强心

血管疾病的预防尤为重要* 有研究已证明!长期服

用阿司匹林对心血管疾病的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均

有积极的作用(

%

)

* 而中药也渐被证实有预防心血管

疾病的作用!如多中心临床研究证实芪参益气滴丸

对心肌梗死二级预防的疗效与肠溶阿司匹林相

当(

5

)

&血脂康用于高血压患者的冠心病二级预防安

全有效(

7

)

&芪苈强心胶囊治疗慢性心衰的特点和机

制也得到了证实(

E

)

* 应该做好顶层设计!发挥中'西

医的优势!继续开展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重大疾

病的临床研究*

#

!

!

$着力推进心血管疾病精准医学进程$科学

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精准医学的产生!精准医学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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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集合了诸多现代医学科技发展的知识与技术成

果(

7

)

* 目前临床治疗疾病常依赖于各种指南规范!这

些指南的建立主要依据大量临床随机对照试验$

-,>

#

M1;<Y9M .1>K-1229M K-<,2

!

S&)

% 的结果* 而有些

S&)

的研究因入组条件的苛刻'研究时间的有限'地

域的差异性!使这种以样本估算群体的方法有自身的

局限性!而基于这类
S&)

研究制定的指南准确性不

足!并不适合每一例患者* 精准医学是医学研究的热

点!和生物基因组学'基因治疗'个性化治疗以及转化

医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在基础生物医学和临床医学

两大领域上通过建立实际的转化研究和紧密的接轨机

制而实现的新的医疗理念和模式(

8

)

* 目前基因治疗

的进展依旧很缓慢!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之间的转化

处于不成熟的阶段!但基因治疗势必会成为未来心血

管疾病防治的趋势*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诊断和治疗疾病的基础* 在整

体观念的指导下!结合患者的症状'体征'疾病所处的

阶段!综合考虑患者年龄'性别'所处地域'气候等因

素!随证施治!为每例患者制定出合理的个体化治疗方

案!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优势与特色*

作为医学领域研究的重点与热点!对心血管疾病

的预防'治疗与康复应紧随国际医学发展的前沿!将东

方传统医学与西方现代医学优势互补!以精准医学研

究为契机!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新思路'

新方法!更好地服务于祖国医疗卫生事业*

#

!

%

$统筹完善心血管疾病康复体系建设$康复

医学是与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并列的医学体系!尤其在

心血管疾病的管理上!康复医学具有重要地位*

目前!与脑血管疾病相比!心血管疾病领域尚未形

成明确'规范且完整的康复体系* 对于不同类型'不同

分期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康复实施方案尚不完善* 尤其

在个体化诊疗成为热点的今天!如何针对不同患者的

个体差异制定适合的康复医疗方案值得科研工作者及

临床医生思考* 中医的一些传统疗法在康复医学方面

有自身独特的优势!结合现代医学评价方法!优选优

化!可以更有效地防止心血管疾病的复发!提高患者生

活质量及预防其他心血管疾病*

!

$心血管疾病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策略

!

!

#

$中西医结合防控!有效减少心血管事件的

发生$

!"#"

年美国心脏学会的报告指出!在继续抓好

高危人群防控策略的同时!强调全人群健康促进策略!

预防心血管危险因素!保持理想的心血管健康水平!而

不是以治疗心血管危险因素和心血管疾病为主要目

标!这标志着心血管疾病的预防被提高到重要位

置(

$

)

* 根据
]1-M

等的模型分析显示!在美国冠心病

病死率下降的贡献中!危险因素控制的贡献率最大!全

人群胆固醇水平下降
"

!

%5 ;;12FP

!收缩压下降

7

!

# ;;T?

!吸烟率下降
##

!

8\

!对病死率下降的贡

献率分别为
!5\

'

!"\

'

#!\

(

6

)

*

+治未病,理论是中医学的重要思想及组成部分!

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

其中+未病先防,是中西医结合防控心血管事件的重

点* 让健康的人保持健康状态!无论是从医疗资源的

优化配置'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减轻社会家庭的

经济负担都是最有效的* 预防性临床研究是心血管疾

病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策略之一*

!

!

!

$中西医差异化竞争!有效承担心血管疾病

的防治$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中医与现代医学在诊治

疾病方面有很大差异!现代医学融汇了多学科的进步

和成就!如基础研究中通过对基因'基因结构组学和功

能组学的研究!已破译出许多种疾病的遗传密码!针对

性地防治遗传性疾病及其他常见病已逐渐成为

现实(

#"

)

*

中医学注重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两者密不可分*

以心血管疾病为例!中医治疗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注重

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而不仅仅关注心血管

系统* 中'西医治疗疾病各有优势!如现代医学在心肌

梗死急性期'心衰的发作期'恶性心律失常的发作期等

心血管疾病的急性发作阶段具有显著的疗效!对挽救

患者生命'快速缓解症状效果明显&而中医的治疗原则

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标本兼治,!其优势更多体现

在心血管疾病治疗中的二级预防!即那些已经有症状

的人群身上!预防疾病复发和死亡发生* 中'西医思维

方式的不同使之在心血管疾病发病早期'急性发作期

与康复期的治疗策略有很大差异!由此决定了中'西医

在心血管疾病的治疗中发挥作用的时间点应有所侧

重* 而如何将中西医药错位竞争表达清楚!也是未来

研究的一个热点*

!

!

%

$中西医综合干预!有效促进心血管疾病的

康复$康复医学的应用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现代研究

发现一些中医传统诊疗方法对心血管疾病的康复具有显

著作用* 文献资料表明!在医生指导下做适当运动!对于

心肌梗死'心力衰竭'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经皮冠状

动脉介入治疗术后等预后有非常良好的效果(

##

!

#!

)

* 有报

道指出长期坚持练习太极拳能有效改善心衰患者的心功

能!提高生活质量!促进心衰的康复(

#%

)

*

中医学认为心主神明!情志因素对心血管疾病的

康复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临床中对患者进行安慰与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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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可以缩短患者的康复时间(

#5

)

* 中医学早在-黄帝内

经.中就有关于音乐与五脏关系的记载!有研究表明!

不同类型的音乐对心率快慢及心律是否规整具有明显

影响(

#7

)

* 研究还发现!针灸可以明显抑制由于缺血再

灌注损伤引起的心肌细胞凋亡(

#E

)

* 许多隐藏在民间

的传统疗法对心血管疾病的康复同样有很好的疗效!

值得深入发掘及研究*

%

$心血管疾病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方法

%

!

#

$

S&)

及其衍生方法举例$

S&)

是临床研

究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随着对
S&)

特点的深入了解!

研究者开始探索一些适合中医临床研究的研究方法!

如单病例的
S&)

'基于适应性设计的
S&)

'实况性

S&)

等(

#8

!

#$

)

!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

!

!

$循证病案报告系统的构建与推广$针对中

医临床特点!长时程随访'病案式研究也是一种值得推

广的方法!但缺乏能够客观记录'供真实测量评价的工

具* 在制定中医病案报告规范的基础上(

#6

)

!组织研发

了中医循证病案报告系统!正在分病种设计'推广应

用* 构建中医循证病例报告系统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中

医临床的循证实践!提升中医临床个体化诊疗的循证

用证水平!其规范化'个体化的特点符合中医临床及科

研的发展需求*

%

!

%

$双检验联合整体评价方法的提出$在中医

药临床研究中!经常会涉及多个评价指标!如何进行整

体评价是困扰研究者的问题* 双检验联合法有望提供

恰当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全局检验法比较组间疗效

差异!以实现多终点疗效整体评价&另一方面!采用终

点间的相关系数和检验水准校正法调整
!

实现单个

终点的疗效评价!反映干预措施的特点*

总之!在心血管疾病预防'治疗和康复的研究中!

需要进一步发挥中'西医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努力

探索出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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