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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在心房颤动治疗中的优势
黄摇 力

摘要摇 心房颤动渊简称房颤冤是临床常见的心律失常袁现代医学主要采用药物和经导管射频消融术渊RF鄄
CA冤治疗房颤袁但西药带来的不良反应以及 RFCA 术后复发等问题仍亟待解决遥 中医药可改善房颤患者临

床症状袁提高生活质量袁联合西药治疗可提高疗效袁改善预后袁减轻药物不良反应遥 中西医结合治疗房颤优势

主要包括转复心律袁预防 RFCA 术后复发袁治疗原发病并改善临床症状遥 中西医结合治疗房颤具有广阔的

研究前景及发展潜力遥
关键词摇 心房颤动曰 中西医结合曰 优势

Advantages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for Treatment of Atrial Fibrillation 摇
HUANG Li 摇 Department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edicine Center for Cardiology袁 China鄄Ja鄄
pan Friendship Hospoital袁Beijing渊100029冤

ABSTRACT摇 Atrial fibrillation渊AF冤 is a common type of arrhythmia in the clinic. Drug and radio鄄fre鄄
queney catheter ablation渊RFCA冤 are the mainly treatment method for AF in modern medicine. However袁
the adverse reaction induced by drug袁 and relapse after RFCA are still to be resolved. Chinese medicine
can improve clinical symptom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AF patients. Chinese medicine combin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can improve efficacy and prognosis袁and reduce the adverse reaction in AF patients. The advan鄄
tages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mainly include cardioversion袁prevention of relapse after
RFCA袁treatment of primary diseases and improvement of clinical symptoms.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鄄
ern medicine has broad research prospects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KEYWORDS摇 atrial fibrillation曰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曰 advantages
摇 摇 心房颤动渊简称房颤冤是临床常见的心律失常之

一袁其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遥 长期房颤可导致心

功能下降袁严重者可引起心力衰竭袁甚至猝死袁房颤引

起的血栓也可导致中风遥 现代医学主要采用药物治疗

和经导管射频消融术渊 radio鄄frequeney catheter ab鄄
lation袁RFCA冤治疗房颤袁但西药带来的不良反应以及

RFCA 术后复发等问题仍亟待解决遥 中医药在治疗房

颤方面独具特色袁中西医结合治疗房颤具有一定优势遥
1摇 房颤现代医学研究进展

房颤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较高的发病率袁且呈逐年

递增的趋势袁目前患病率约为 0郾 4% ~ 2%袁预计到

2050 年袁房颤发病人数较当前可增加 1 倍咱1暂遥 缺血性

脑卒中是房颤致残率最高的并发症曰非瓣膜病房颤患

者每年发生血栓事件的风险为 5%左右袁是非房颤患

者的 2~7 倍袁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咱2暂遥
RFCA 是房颤治疗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进展袁其治

疗房颤总有效率可达 90%袁明显优于抗心律失常药物

疗效袁但 RFCA 存在术后复发率高尧并发症发生率高

等问题咱3暂 遥 药物复律方面袁目前已被证实能够恢复窦

性心律的药物包括氟卡尼尧普罗帕酮尧伊布利特尧维纳

卡兰和胺碘酮等袁但抗心律失常药物不良反应问题严

重遥 例如袁胺碘酮适应症范围广袁使用广泛袁有效率高袁
其转复总成功率可达 84郾 2%袁但可引起 QT 间期延长

综合征尧甲状腺功能异常袁长期应用可导致肺纤维

化咱4暂遥 伊布利 特 可 致 尖 端 扭 转 性 室 速 渊 发 生 率

约 4%冤 咱5暂 遥
2摇 中医治疗房颤的特点

中医学无房颤病名的记载袁根据临床表现袁可将房

颤归属于 野心悸冶野怔忡冶范畴遥 古代医籍记载众多治

疗心悸怔忡的效方如叶伤寒论曳中的炙甘草汤尧桂枝甘

草龙骨牡蛎汤尧苓桂术甘汤袁叶金匮要略曳中的半夏麻

黄丸袁叶千金要方曳中的定志丸咱6暂 袁叶济生方曳中的归脾

汤咱7暂袁叶世医得效方曳中的天王补心丹咱8暂 等袁被历代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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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奉为圭臬袁沿用至今遥
当代医家对房颤病机认识不尽相同袁但基本集中

在气阴两虚尧心神失养袁痰饮瘀血尧痹阻心脉袁虚风内

动尧入心滞络袁心脾两虚尧心脉失荣 4 个方面咱9暂 遥 房颤

辨证大致可分为 7 型袁气阴两虚证治以炙甘草汤曰痰火

扰心证治以黄连温胆汤曰水气凌心证治以苓桂术甘汤曰
心阳不振证治以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曰心脾两虚证治

以归脾汤曰心脉瘀阻证治以血府逐瘀汤曰脑卒中并发症

大多表现为瘀阻脑络证袁治以补阳还五汤遥
现代药理研究结果显示袁人参皂苷可通过影响钾

离子通道及钙离子通道发挥其抗心律失常作用咱10暂 遥
中药复方如稳心颗粒可调节心肌细胞多种离子通道作

用尧缩短心室跨壁负极离散度咱11袁12暂遥 参松养心胶囊具

有抑制兔肺静脉肌袖心肌细胞 Ik1尧I to的作用咱13暂 遥
3摇 中西医结合治疗房颤的优势与地位

中医药贯穿于房颤治疗的各个环节中袁既可改善

患者的临床症状袁提高生活质量袁又可联合西药治疗房

颤袁提高疗效袁改善预后袁减轻药物不良反应遥 具体而

言袁其优势体现在以下 3 方面遥
3郾 1摇 转复心律摇 纠正房颤袁维持窦性心律是房颤

治疗的关键环节遥 中药联合西药可提高治疗房颤的疗

效袁如稳心颗粒可明显增加使用胺碘酮患者窦性心律

转复率咱14暂 遥 系统评价也表明袁中药合并西药较单纯使

用西药可明显增加心电图有效率咱15暂 遥 同时袁由于中药

可控制房颤伴发的失眠尧焦虑等袁因而调节及稳定自主

神经的功能可能是中药控制房颤的机制之一遥
3郾 2摇 预防 RFCA 术后复发摇 RFCA 虽能提高房

颤心律的治愈率袁但仍存在复发率高的缺点遥 中医学

认为袁房颤 RFCA 术后患者证候以气虚血瘀尧心脾两

虚尧气阴两虚为主咱16暂 遥 刘江波咱17暂 认为络风内动是房

颤发生的重要病机袁而络风宁 3 号方渊徐长卿尧柴胡尧
黄芩尧法半夏尧党参尧三七尧羌活尧威灵仙尧麦冬尧琥珀冤
联用胺碘酮可明显降低房颤 RFCA 后复发率遥 也有

验案报到以炙甘草汤为基础治疗可预防 RFCA 术后

复发咱18暂遥
3郾 3摇 治疗原发病尧改善临床症状摇 房颤患者危险

因素的管理袁即控制房颤原发疾病是中西医结合的切

入点之一遥 中药在治疗冠心病尧慢性心功能不全尧肺心

病等原发疾病发病具有一定优势遥 如参麦注射液可通

过预防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袁降低心肌梗死患者再灌

注时心律失常的发生咱19暂 曰黄杨宁片具有类强心苷的作

用袁可纠正慢性心功能不全袁具有较高有效率及安全

性咱20暂曰芪苈强心胶囊可降低血清 B 型脑钠肽 渊B鄄type
natriuretic peptide袁BNP冤的水平袁增加左室射血分

数袁增加 6 分钟步行距离袁从而改善慢性心功能不全患

者的症状及预后咱21暂遥
4摇 小结及展望

经过多年探索袁中西医结合在房颤的防治上取

得一定优势遥 随着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袁尤其是 RF鄄
CA 的普及袁使中西医结合面临更多的挑战袁同时也

带来了新的研究思路遥 未来中西医结合治疗心房颤

动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及发展潜力袁这需要中西医

结合研究学者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并提供更

多尧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疗效稳定性袁以更规范的标

准指导临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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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东摇 张允岭摇 张永贤摇 张永祥摇 张荣华摇 张俊华摇 张亭栋摇 张家庆摇 张敏州摇 张敏建摇 陆付耳

陈士奎摇 陈小野摇 范吉平摇 范维琥摇 林志彬摇 林摇 谦摇 林瑞超摇 郁仁存摇 果德安摇 季摇 光摇 周摇 俊

周霭祥 摇 郑国庆摇 赵一鸣摇 赵伟康摇 赵芳芳摇 赵健雄摇 胡义扬摇 胡晓梅摇 胡镜清摇 侯凡凡摇 饶向荣

洪传岳摇 栗原 博渊日本冤 摇 夏城东摇 顾振纶摇 徐凤芹摇 徐摇 浩摇 殷惠军摇 凌昌全摇 高瑞兰摇 郭摇 军

郭摇 艳摇 郭赛珊摇 唐旭东摇 黄光英摇 黄摇 熙摇 梅之南摇 曹小定摇 崔摇 红摇 麻摇 柔摇 梁摇 春摇 梁挺雄

梁晓春摇 梁繁荣摇 董竞成摇 董福慧摇 谢竹藩摇 谢明村摇 谢摇 恬摇 蔡定芳摇 裴正学摇 廖福龙摇 衡先培

戴瑞鸿摇 Yung鄄chi CHENG渊美国冤 摇 Sheng鄄xing MA渊美国冤 摇 Qun鄄hao ZHANG渊美国冤
渊以上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袁编委工作单位信息在本刊网站首页野下载专区冶公布袁网址院http院 //www.
cjim.cn/zxyjhcn/zxyjhcn/ch/index.aspx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