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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肝化瘀法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
K

型行为

患者的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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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倾向于
K

型行为模式"

K

型行为与情志致病密切相关# 中医学五行理论认

为"肝为心之母"心乃肝之子# 柔肝化瘀法符合母病及其子"子病治其母的中医学理论#

K

型行为患者在心

理应激状态下产生相应的应激反应"导致体内释放炎症因子"炎症反应的激活导致粥样硬化性斑块的不稳

定"诱发不稳定型心绞痛# 心理应激与中医学情志致病理论一致"柔肝化瘀法可以达到心身同治的目的#

关键词#柔肝化瘀法$ 不稳定型心绞痛$

K

型行为$ 炎症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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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R

%是介于急性心肌梗死和劳累性稳定性心绞痛之

间的一种复杂临床综合征' 据统计
SKR

患者中约

!"]

可发展为非
-*

段抬高性心肌梗死(

#

)

' 近年来该

疾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且进展快!病死率高!预后

差!故对该病的研究引起了高度的重视(

!

)

'

K

型行为

与情志致病密切相关!柔肝化瘀法符合母病及其子!子

病治其母的中医学理论!同时可以调节炎症因子与现

代医学对
SKR

病理机制的认识一致'

#

#现代医学对
SKR K

型行为的认识

#

!

#

#

SKR

与
K

型行为具有相关性#

#%J"

年美

国心脏者专家
^3>.T1=A

和
W5E.A1=A

指出
K

型行

为模式的患者更易发生冠心病!此类患者具有恼怒*激

动*发怒和不耐烦等特点(

&

)

'

SKR K

型行为诊断标准

参照参考文献(

9

!

J

)!

#%$J

年由+全国心身医学协作研

究组,开发的
K

型行为问卷$

*KO_

%!由
&

个分量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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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即时间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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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竞争意识$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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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掩

饰$

[

%

#"

题!计分方法为每题的回答与标准答案相反者

计
#

分!相同者不计分&当
[

计分
!:

分者!说明真实性

不大!作废卷处理&

[

计分 $

:

分者!总分
` 'X a *X

!

K

型行为
&:

%

J"

分' 张蓉(

;

)采用
*KO_

对冠心病患

者及健康人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冠心病患者
K

型行

为发生率为
;$

!

$]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

!

J]

!说明
K

型行为患者是冠心病患者的易感人群' 周建芝等(

:

)采

用
K

型行为类型量表对
&&;

例冠心病患者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K

型行为是冠心病的危险因素' 本课题组对

9;#

例
SKR

的中医证候及社会心理学调查中发现约

JJ]

的
SKR

患者存在心理健康问题!说明
K

型行为是

SKR

的易感人群(

$

)

' 据报道通过对
#""

例冠心病患者

的冠状动脉造影结果与性格类型的分布情况进行对照

分析!发现在
$&

例
K

型行为患者中!有
$#

例出现冠脉

造影异常!其中
:!

例冠脉狭窄程
!J"]

!病变累及
&

支

血管以上的患者均为
K

型行为类型(

%

)

'

K

型性格患者

主要表现为急躁易怒!心脏与血管对情绪反应敏感!情

绪的变化!使机体的血液循环加快!对心脏产生较大的

压力!与冠心病发病有着密切的关系(

#"

!

##

)

' 现代医学

认为在
SKR

患者发病过程中!不仅有劳累负荷诱因!还

常有心理情绪和社会因素伴随(

#!

!

#&

)

'

#

!

!

#

SKR K

型行为与炎症因子具有相关性

SKR K

型行为患者受情绪影响较大!不良情绪会带来

一种可致病的化学物-炎症蛋白!炎症蛋白会导致血

管内皮细胞损伤!诱导黏附分子和炎症因子的合成与

释放!加重血管炎症反应!诱导内皮细胞凋亡&血管内

皮细胞损伤*平滑肌细胞增生!导致一系列的炎性反

应!促成粥样斑块*血栓形成!诱发
SKR

发生(

#9

)

' 动

脉粥样硬化属于慢性炎症性疾病!炎症反应的激活导

致粥样硬化性斑块的不稳定!故炎症因子被认为是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患者发生猝死的独立危险因

素!炎症反应是导致斑块不稳定的中心环节(

#J

)

' 超敏

'

反应蛋白$

LE

"

'WR

%通过增加低密度脂蛋白指标!

调节巨噬细胞对低密度脂蛋白的获取!进而参与血管

内部斑块的产生(

#;

)

'

LE

"

'WR

通过
*

淋巴细胞!触发

巨噬细胞!产生金属蛋白酶!降解斑块纤维帽!直接参

与到冠状动脉硬化斑块形成中!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性

斑块破裂!诱发
SKR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患者

的冠状动脉损伤程度!被认为是心血管事件发生中的

独立预测因子(

#:

&

#%

)

'

SKR

发生后!冠状动脉管腔内

的斑块变得不稳定!易损斑块破裂!加速了动脉硬化过

程!且炎症反应与血清
LE

"

'WR

含量呈正相关!因此

LE

"

'WR

被认为可以预测冠脉疾病预后(

!"

)

'

)[

"

;

是

一种具有多种效能的细胞炎症因子!肝脏在
)[

"

;

的诱

导下产生大量凝血因子和炎症因子!血栓形成加速!心

肌收缩力减弱!冠状动脉血管阻力增加!引起炎症反

应!冠状动脉斑块不稳定性增加!更容易破裂(

!#

)

'

)[

"

;

通过刺激心血管的平滑肌细胞!增加成纤维细胞

生成!加速血小板及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的分泌和生

成!从而促进血栓形成(

!!

)

'

)[

"

;

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壁中的含量极高!约为血清中的
!""

倍!在斑块的炎

症反应中具有特异性!能充分预测斑块的破裂风

险(

!&

)

' 肿瘤坏死因子$

*8^

"

!

%是临床常见的一种内

源炎性细胞因子!具有较强的抗肿瘤*抗感染及抗病毒

能力(

!9

)

'

*8^

"

!

可增加内皮细胞黏附因子的表达!促

进间质性胶原酶*基质金属蛋白酶释放!促使血小板活

化!增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重病

情(

!J

)

'

LE

"

'WR

*

)[

"

;

和
*8^

"

!

等炎症因子可以使血

液中的白细胞黏附在血管壁上!日久沉积形成粥样硬

化!导致血管阻塞!损伤心肌细胞(

!;

)

'

LE

"

'WR

*

)[

"

;

和
*8^

"

!

在
SKR

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它们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密不可分!而且呈显著的

正相关!因此在
SKR

的诊断*治疗及预后中具有重要

价值!能够用于冠心病严重程度的预测!动态监测*有

效的干预炎症因子具有显著的重要性(

!:

!

!$

)

' 因此!本

课题组认为应以控制炎症反应*降低炎症因子活性*稳

定易损斑块*减少斑块破裂为
SKR

研究方向!

LE

"

'WR

*

)[

"

;

和
*8^

"

!

炎症因子对该疾病具有显著

特异性!是今后研究方向的重点'

!

#中医学对
SKR K

型行为的理论研究

!

!

#

#中医学对
SKR K

型行为的认识#早在两

千多年前.内经/中就有关于情志致病的理论记载'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

脾*忧伤肺*恐伤肾,' .素问"举痛论/说#+百病生于

气也' 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00

惊则气乱!00思则气结,' 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

素问/

(

!%

)曰#+肝藏血!心行之!人动则血运于诸经!人

静则血归于肝',肝主藏血!助心生血!心血充盈!心气

旺盛!则血行正常!肝有所藏&肝血充盈!疏泄有度!亦

可助心行血' .素问"灵兰秘典论/曰#+心者!君主之

官也!神明出焉',心主神志决定人的精神*意识和思

维活动由心主宰!与肝的疏泄功能密不可分!心血充

足!肝血旺盛!则肝之疏泄功能正常!气机调畅!气血平

和!心得血养!精神愉快!情志舒畅' 肝血旺盛!制约肝

阳上亢!使之勿扰精明!神志活动正常' 病理情况下!

肝阴*肝血常为不足!肝阳*肝气常为有余' 七情暗耗!

情志所伤!致机体阴血津液亏虚!则肝血亦虚!肝体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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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肝气失制而母病及子!肝虚不能温养心脏!心血和

心阳虚衰!表现为心神不安*心烦易怒*心悸胆怯*惊惕

怔忪*失眠健忘*郁郁寡欢等
K

型行为症状' .素问"

本神/曰#+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00

心藏脉!脉舍神!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中医学理

论认为!肝藏血主津而舍魂!主疏泄调情志!五脏的精

气血是情志活动的物质基础!

K

型行为患者!易受不良

情绪影响!情志失度!气机逆乱!肝之疏泄失常*气血失

和!干扰正常的气机升降出入致心脉失养或痹阻进而

导致胸痹心痛' 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郁证/

(

&"

)

云#+情怀失畅!肝脾气血多郁',情志伤肝!肝郁气滞!

气不行血!血脉瘀滞&或疏泄太过!肝血不足!脉道滞

涩!血行不畅!而致心主血脉功能失常!产生不稳定型

心绞痛' .灵枢"经别/曰+足少阳之正!绕髀入毛际!

合于厥阴&别者!入季肋之间!循胸里属胆!散之上肝贯

心,' 说明肝与心在经络上密切联系' 中医学理论认

为!肝属木!心属火!木生火!故肝为心之母!心乃肝之

子!其气相通' 根据母病及其子之思路!

K

行为患者容

易受情绪影响!更易因情志致病!故
SKR K

型行为患

者发病率会更高'

!

!

!

#柔肝化瘀法治疗
SKR K

型行为的理论基

础#

SKR K

型行为患者临床辨证有虚实之别!以气滞

血瘀证及气阴两虚证为多' .素问"五脏生成篇/+气

行乃血流',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凝'

情志不畅!肝气郁滞!气机不利!瘀血停滞!不通则痛!

故本课题组提出柔肝理气*活血止痛之法' 方以柴胡

疏肝散合血府逐瘀汤加减' 现代药理研究证实!当归*

川芎能抗凝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降低心肌耗氧

量(

&#

)

&赤芍有抗凝*抗缺血*抗动脉粥样硬化*保肝作

用(

&!

)

&栀子*牡丹皮*柴胡能保肝*抗炎*调节免疫(

&&

)

'

诸药配伍与本病发病基础为炎症反应引起的动脉粥样

硬化相吻合!通过抑制炎症因子*调节免疫*抗动脉粥

样硬化的机理来治疗本病' .灵枢"营卫生会篇/云#

+年老之人!营气衰而卫气少!故营卫运行失常而诸病

丛生',王清任.医林改错/

(

&9

)记载#+元气即虚!必不

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 .灵枢"经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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