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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与中医相关病证的渊源与发展

张碧华$杨莉萍
!

$唐$鹏

$$慢性心力衰竭&简称慢性心衰'发病率高(患者预

后差!年病死率高达
G"H

) 随着年龄增高!心衰患病

率明显上升*

#

+

) 目前!控制慢性心衰主要依靠西药!

但由于安全系数低(适应范围窄(不良反应较大!使其

治疗效果受到一定制约) 临床研究表明!中西药联用

治疗慢性心衰对于改善临床症状(提高远期疗效(降低

病死率和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具有独到优势*

!

+

) 本文

综述了中西医对慢性心衰的认识!希望为中西医结合

治疗提供参考)

#

$现代医学对慢性心衰的认识

根据,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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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心力衰竭是由于任何心脏结构或功能异常导致

心室充盈或射血能力受损的一组复杂临床综合征!其

主要临床表现为呼吸困难和乏力&活动耐量受限'!以

及液体潴留&肺瘀血和外周水肿'!其主要发病机制为

心肌病理性重构)

慢性心衰的发生过程可分为
G

个阶段#前心衰(前

临床心衰(临床心衰和难治性终末期心衰) 可以看出!

心衰的阶段划分体现了重在预防的概念) 如不尽早防

治!慢性心衰会很快发展!其进展过程可分为以下两方

面#一是心肌死亡的发生!如急性心肌梗死(重症心肌

炎等.二是神经内分泌系统过度激活所致的系统反应!

其中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

IJJK

'和交感

神经系统过度兴奋起着主要作用) 抑制或阻止这两个

关键过程进展是预防和治疗心衰进展的有效手段)

慢性心衰的治疗自
!"

世纪
L"

年代以来已有重

大的转变!从旨在改善短期血液动力学状态转变为长

期的修复性策略!从采用强心(利尿(扩血管药物转变

为神经内分泌抑制剂) 治疗目标不仅是改善症状(提

高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防止和延缓心肌重构的发展!

从而降低病死率和住院率)

!"#G

版指南*

&

+中还提到了中药治疗慢性心衰的

研究报道!一项以生物标记物为替代终点的多中心(随

机(安慰剂对照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标准抗心衰治疗基

础上联合应用中成药芪苈强心胶囊!可显著降低慢性

心衰患者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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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对慢性心衰的认识及辨证论治

在中医学经典文献无$慢性心力衰竭%这一病名!

但是心衰的主要临床症状!如呼吸困难(不得平卧(心

悸不安(气短乏力(胸闷胸痛和浮肿尿少等!与中医学

文献中的$心悸%($怔忡%($水肿%($痰饮%($心水

症%($心痹%等疾病相似)

早在先秦时期的著作,黄帝内经-中!就有很多论

述与慢性心衰的临床表现相似!如,素问"痹论篇-#

$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素问"

逆调论篇-#$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

指出了阳气虚衰!水气射肺的征象)

而东汉张仲景则提出了$支饮%($心水%的概念!

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法(方(药体系) 如,伤寒论-

中描述有$心水为病!其身重而少气!不得卧%!以及

$水停膈下!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为支

饮%等症状!这些症状都类似于现代医学的慢性心衰)

此外!还提出了相关治疗用药!如$支饮!不得息!葶苈

大枣泻肺汤主之%) 张仲景对于心水的阐述被后世认

为是中医学典籍中最接近于心衰的论述!其在,伤寒

论-中提到的治水方剂如真武汤(葶苈大枣泻肺汤(茯

苓甘草汤(桂枝甘草汤等沿用至今!仍是中医临床治疗

心衰的常用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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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脾脏脉论第一-

中提到#$心衰则伏%!首次出现了$心衰%一词!并指

出#$心水者!身肿而少气!不得卧!烦而躁!其阴大肿!

反瘦%!这些认识基本是延续了,伤寒论-中对心水的

论述)

金元至明代!相关论著中可见心悸(心水等与慢性

心衰相关的描述) 如刘完素在,河间六书-

*

7

+说#$其

肿!有短气!不得卧!为心水%) 朱震亨在,丹溪心法"

惊悸怔忡六十一-

*

5

+中描述有#$心虚而停水!则胸中

渗漉!虚气流动!水既上乘!心火恶之!心不自安!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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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怏怏之状!是则为悸%的描述!并提出了以逐水消饮

法治疗心衰的理论) 可见这一时期!中医学对慢性心

衰的描述和认识仍主要传承自前人学说)

由此可见!在中医学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对慢性

心衰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部分相关理论和

治疗方法沿袭至今!并有着持续的传承和发展)

&

$现代中医学对慢性心衰的认识及辨证论治

&

!

#

$现代中医临床专家对慢性心力的辨证论治

国医大师陈可冀院士认为!慢性心衰的根本病机

为内虚!早期主要为心气心阳亏虚!可兼肺气亏虚!随

病情发展及病机变化!心气心阳亏虚致运血无力!瘀血

内停.中期脾阳受损!脾虚失运!水湿内停.后期肾阳虚

衰!膀胱气化不利!水饮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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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慢性心衰的病

机可用$虚%($瘀%($水%三者概括)

国医大师邓铁涛认为 $五脏皆致心衰!非独心

也%!并提出了$心衰从脾论治%的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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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

脾之运化失司!可致周身气血运行不畅!从而诱发和加

重心衰的发生!此乃$子盗母气%之理!因此心衰的病

理演变与脾的关系最为密切) 邓铁涛认为辨治慢性心

衰主要分为两大类型!即心阳虚型与心阴虚型!代表方

剂分别为$暖心方% &红参(制附子(橘红(薏苡仁等'

与$养心方%&生晒参(三七(麦冬(茯苓(法半夏等')

吴以岭院士则首次运用络病学说对慢性心衰的中

医证候机制进行了论述!提出$心气虚乏是慢性心衰

发生的中医病机根本!瘀血阻络是其中心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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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认为治疗上不仅需益气温阳!以治心气虚乏(心阳

式微之本!更要注重切断瘀血阻络这一慢性心衰发生

发展过程中的中心环节!才能扭转病势) 确立了$益

气温阳!活血通络!利水消肿%的治则) 体现这一治疗

理念的代表药物即为中成药$芪苈强心胶囊%)

由上可见!临床医家对慢性心衰的辨证分型并不

统一!但是对病因病机认识已基本趋于一致!即本病为

本虚标实之证!本虚为气虚(阳虚!标实为血瘀(水饮(

痰饮!标本俱病(虚实夹杂是病理特点) 心气虚是病理

基础!血瘀是中心病理环节!痰饮和水湿是主要病理

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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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慢性心衰的现状

目前已有多个针对慢性心衰不同证型的中成药上

市!包括了多种剂型!中西药联用已成为我国现代慢性

心衰治疗的现实模式之一) 有学者曾对近
!"

年中医

治疗慢性心衰文献和国内
&"

多位专家辨治慢性心衰

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对治疗慢性心衰的中药进行检

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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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说明书!有慢性心衰适应症的中药注射剂

有参附注射液(生脉注射液和参麦注射液等!口服中成

药包括治疗阳气亏虚型的参附强心丸(芪苈强心胶囊

和心宝丸等!及治疗气阴两虚型的生脉胶囊和补益强

心片!但并不限于上述几种) 在遵循的治法上!汤剂应

用以益气温阳(益气养阴(活血利水为主!常用的有真

武汤(生脉散(保元汤(血府逐瘀汤(桃红四物汤等.注

射剂以益气温阳(益气养阴(益气活血为主!常用的有

参附注射液(生脉注射液(参麦注射液(黄芪注射液(心

脉隆注射液和丹红注射液等.口服剂型以益气温阳(益

气养阴(益气活血(活血利水(活血化瘀为主!常用的有

芪苈强心胶囊(参附强心丸(心宝丸(补益强心片(生脉

胶囊(血府逐瘀胶囊(通心络胶囊(麝香保心丸(利心

丸(芪参益气滴丸等)

中医药治疗慢性心衰虽取得了较大进展!但还存

在一些制约其发展的问题) 其一!虽然慢性心衰的辨

证分型已有了初步的指南和专家共识!但各自的辨证

分型仍存在较大差异.其二!中医药治疗慢性心衰的药

物和剂量的选择尚缺乏循证依据!亟待大规模(多中心

临床研究的验证.其三!目前国内尚无公认的中医药治

疗慢性心衰疗效评价量表!无法对不同治疗方案及不

同药物进行统一评价!同时部分临床研究疗效评价指

标主观性较强!限制了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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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慢性心衰的系统评价及启示

目前已有学者对中医药治疗慢性心衰进行了系统

评价!所涉及药物主要包括参附注射液(参麦注射液(生

脉注射液(丹红注射液(心脉隆注射液等中药注射剂!芪

苈强心胶囊(芪参益气滴丸(麝香保心丸等中成药!真武

汤及其加减方(苓桂术甘汤及其加减方(以及部分自拟

益气活血方等中药汤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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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显示!中药主要用

于慢性心衰的辅助治疗!疗效肯定!在改善慢性心衰的

临床症状(增加活动耐量(改善血流动力学(提高生活质

量等方面具有优势!部分中成药如参附注射液*

#&

+

(芪苈

强心胶囊*

#$

+等还可显著降低慢性心衰患者
3*

#

=M0Q

#

3R

水平(改善左室射血分数等!优于单用西药的常规治

疗) 同时不良反应较少!使用相对安全) 此外!有学者

还对中药干预利尿剂抵抗慢性心衰进行了系统评价!结

果表明中药干预能够改善此类患者的心功能!其疗效优

于单用西药治疗!且安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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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慢性心力衰竭%这一西医命名的疾病属中医$本

虚标实(虚实夹杂%的$心悸%($怔忡%($水肿%($痰

饮%($心水%($心痹%等症病范畴) 在传统中医数千年

的发展历史中!对其早就有深刻认识!只是所用称谓和

对病因的认识有所不同) 近年来!中医或中西医结合

治疗慢性心衰取得了许多进展!显示有自身的优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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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多中心(高水平的证据较少!需要进一步加强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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