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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临床经验窑

邓铁涛教授野双五冶理论辨治心律失常之经验
金摇 政1 摇 李俊龙2 摇 皮建彬1 摇 崔嘉妍1 摇 朱骏宏1 摇 吴摇 伟2

摇 摇 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渊以称邓老冤是首届

国医大师袁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渊973 计划冤
野中医基础理论整理与创新研究冶项目首席科学家遥
潜心研究中医学理论数十载袁提出野五脏相关冶理论与

野五诊十纲冶诊疗思维袁简称野双五冶理论遥 笔者梳理心

律失常中西医的进展及认识袁并将邓铁涛教授诊治心

律失常之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袁总结如下遥
1摇 心律失常现代医学研究进展摇 心律失常是指

心脏起搏和传导功能紊乱而产生的频率与节律尧起
源部位尧传导速度尧激动次序的任一项或复合异常遥
既可呈特发性又可继发于其他心血管疾病袁严重者

危及生命咱1袁 2暂 遥 近 30 年来袁现代医学抗心律失常药

物的研发领域几乎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袁且因抗心律

失常药物的致心律失常不良反应及器械治疗的局限

性袁使得心律失常的治疗依然是心血管疾病备受挑

战的领域之一咱3暂 遥 随着中医学的不断发展袁因其多

靶点尧多机制尧作用持久尧不良反应少等特点袁在心律

失常的治疗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遥 国医大

师邓老提出袁对于心律失常治疗袁中医学具有整体调

治优势袁中西医结合疗法是未来整体医学的一种策

略袁二者相辅相成遥
2摇 中医学对心律失常的古今认识摇 心律失常可

属中医学野心悸冶 野怔忡冶 野惊悸冶等范畴遥 叶素问窑三

部九候论曳曰院野形气相得者生袁参伍不调者病遥冶王冰

注解院野参袁谓参校遥 伍袁谓类伍遥 参校类伍而有不调袁
谓不率其常袁则病也遥冶可知野参伍不调冶指脉象错杂参

差不齐尧节律凌乱袁与心房纤颤等心律失常所产生的脉

象野脉搏短绌冶一致遥 古代中医学认为野参伍不调冶为
病袁而现代中医学认为野类伍整齐者冶亦可能为病遥 通

过动态心电图尧食道调搏尧电生理等现代医学检查袁节
律整齐者亦可为心律失常袁如局灶性房性心动过速尧部

分室上性及室性心动过速等袁并根据体格检查尧实验室

检查等手段明确病因袁区分器质性病变与功能性病变遥
叶素问窑平人气象论曳曰院野乳之下其动应衣袁宗气泄

也遥冶宗气贯注于心脉袁气虚则心失所养袁气虚日久袁则
累及心之阴阳遥 此外袁清代窑唐容川叶血证论窑怔忡曳
提及院野凡思虑过度及失血过多者袁乃有此虚证袁否则

多挟痰瘀袁宜细辨之遥冶可见心气虚弱袁心之阴阳亏损袁
使得痰浊尧瘀血等病理产物痹阻心脉袁心脉失和袁是心

律失常的主要原因遥 现代医学不同病因所导致的心律

失常袁其中医病机认识亦不相同遥 如冠心病心律失常

者袁著名中医药学家尧心血管病专家郭士魁教授提出袁
冠心病的主要病机是气滞血瘀袁并认为血瘀证常伴热

邪袁且痰瘀同源袁常采用清热化痰之剂与活血化瘀药进

行配伍袁其治疗冠心病的经验方冠通汤就是痰瘀同治

的常用方咱4暂 遥 郭老学术继承人之一郭维琴教授在临

床治疗高血压心律失常者袁认为其为肝肾阴虚不能滋

养心阴袁心失所养而致心悸尧怔忡袁治宜养心安神袁故常

在杞菊地黄丸基础上加用酸枣仁尧合欢皮咱5暂 遥 孟河流

派著名医家张伯臾尧何立人教授认为病毒性心肌炎心

律失常者袁多因外感时邪由表入里袁郁而化热袁热伤于

心袁故急性期以清热解毒泻火为主袁遣方以银翘散加

减咱6暂 遥 著名中医药专家路志正教授认为甲亢心律失

常者因肝气郁久化火袁耗气伤阴袁扰动心神袁其病因为

气滞尧肝火袁兼夹痰凝血瘀袁故治宜清心泻热尧宁心

安神咱7暂 遥
抗心律失常现代中医药研发方面袁快速性心律失

常代表药物稳心颗粒尧参松养心胶囊等奠定现代中医

药治疗快速性心律失常的地位遥 稳心颗粒咱8袁9暂 以党

参尧黄精尧三七尧甘松尧琥珀五味中药组成袁其中党参尧黄
精两药相配袁取气阴双补以治本之意曰三七尧甘松尧琥珀

则具备活血尧行气尧安神功效以治标袁共奏补虚不恋邪袁
化瘀不伤正之功遥 三七尧甘松尧琥珀药理学已证实具有

抗心律失常作用袁体现在中医辨证论治基础上结合现

代药理学研究结果袁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医药疗效遥 参

松养心胶囊是以中医脉络学说为指导袁野络虚不荣冶为
主要病机袁并借鉴清代叶天士野络虚通补冶经验而提出

野温清补通冶法所创立的处方咱10袁11暂 遥 其具有多离子通

道阻滞与非离子通道调控双重优势袁在治疗心律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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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可以改善心肌缺血袁改善野络虚不荣冶遥 缓慢性

心律失常代表药物心宝丸咱12袁13暂 袁具有温补心肾尧活血

通脉功效的一种中药复方制剂袁药理学研究证实其可

以兴奋窦房结及中枢神经遥 该方中洋金花含东莨菪碱

及莨菪碱袁具有增加心率袁增强心肌收缩力及抑制异位

兴奋点的作用曰人参尧附子配合鹿茸袁可以增强心肌收

缩力袁兴奋窦房结袁加快窦房结传导速度袁从而发挥抗

心律失常作用遥
3摇 邓铁涛野双五冶理论辨治心律失常

3郾 1摇 五脏相关袁整体调治摇 五脏相关学说是邓老

对中医五行学说的继承与发扬咱14暂 袁对疾病的病机分析

及临床辨治具有指导意义咱15暂 遥 心悸病虽病位在心袁但
与五脏相关遥 邓老认为心悸乃本虚标实之候袁心之气

血阴阳失衡袁导致痰瘀等病理产物的出现袁继而血脉闭

塞不通袁影响五脏之功能袁为心悸之主要原因遥 叶素

问窑灵兰秘典论曳言院野主明则下安袁主不明则十二官

危袁使道闭塞而不通袁形乃大伤遥冶故心主神明与五脏

联系密切相关遥 叶素问曳曰院野心藏神袁肺藏魄袁肝藏魂袁
脾藏意袁肾藏志遥冶及叶医门法律曳言院野心为五脏六腑之

大主袁而总统魂魄袁兼赅志意遥冶可知人之精神活动为

心所支配袁与五脏相关遥 叶素问窑八正神明论曳云院野血
气者袁人之神也冶袁气之充盈与血之环周不休袁是心主

神明之物质基础遥 而脾为后天之本袁气血生化之源袁脾
胃虚弱则化源不足袁气血不足则心神失养袁悸动不宁曰且
脾为气机升降之枢纽袁若升清降浊之功失常袁则清浊相

干袁扰乱神明曰此外脾主运化袁若此功能失职则水液代谢

异常袁水湿内蓄袁久而化瘀袁痰瘀互结遥 故邓老在野五脏

相关冶的理论指导下袁在临证治疗心悸时尤为重视野心
脾冶袁以调脾护心尧祛痰安神为法袁方用四君子汤合温胆

汤加减袁具体方药如下院黄芪 30 g 摇 党参 15 g 摇 白术

12 g摇 茯苓 15 g摇 法半夏 10 g摇 化橘红 6 g摇 枳壳 6 g
炙甘草 6 g摇 鸡血藤 30 g摇 酸枣仁 12 g遥 全方共奏健

脾益气尧补土生火尧祛痰化瘀尧安神定悸之功袁调血脉之

余安心神袁临床疗效较好遥
3郾 2摇 五诊十纲袁病证结合 摇 野五诊十纲冶是邓老

在野四诊八纲冶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科学技术推陈出新袁
提出的现代中医新思维咱16暂 遥 野五诊冶即在传统中医四

诊的基础上加入野查冶发展而来袁包括体格检查与理化

检查曰野十纲冶则是在八纲的基础上结合现代预防医学

思想与传统中医治未病思想袁加入野已病冶与野未病冶发
展而来遥 邓老认为袁治疗心律失常时袁应以野病证相

合袁辨病为先袁辨证为主冶 咱17暂中医临床诊疗新模式思考

策略遥 借助现代医学手段袁如体表心电图尧心脏彩超尧
冠状动脉造影尧心脏核磁共振等明确病因袁根据不同的

病因选择对应的方剂遥 冠心病心律失常者袁多用四君

子汤合温胆汤加减曰风湿性心脏病心律失常者袁则用炙

甘草汤或风心方加减渊太子参 30 g摇 白术 15 g摇 茯苓

15 g摇 炙甘草 10 g摇 桃仁 10 g摇 红花 5 g摇 五指毛桃

30 g摇 鸡血藤 30 g 摇 桑寄生 30 g冤袁二者不同之处在

于袁在益气的基础上袁前者偏于养阴袁后者注重活血曰高
血压性心脏病心律失常者袁择自拟赭决七味汤加减

咱党参 15 g 摇 黄芪 30 g 摇 白术 10 g 摇 茯苓 15 g
甘草 3 g摇 陈皮 6 g摇 法半夏 12 g 摇 代赭石 30 g渊先
煎冤 摇 草决明 24 g暂曰病毒性心肌炎心律失常者袁善用

犀角地黄汤合五味消毒饮加减 渊犀角用水牛角代

替咱18暂 冤曰甲状腺功能亢进性心脏病心律失常者袁多选自

拟甲亢心方加减渊太子参 30 g 摇 麦冬 10 g 摇 五味子

5 g摇 山慈姑 10 g摇 玄参 15 g 摇 浙贝母 10 g 摇 生牡

蛎 30 g 甘草 6 g 摇 珍珠层粉 10 g冤遥 在辨病的基础

上袁气虚者多用黄芪尧五指毛桃尧党参尧太子参尧甘草曰阳
虚者善用桂枝配甘草尧肉苁蓉尧淫羊藿尧仙茅尧干姜尧狗
脊曰阴虚者则选麦冬尧女贞子尧墨旱莲尧枸杞子尧沙参曰活
血择鸡血藤尧桃仁尧三七尧丹参尧五灵脂曰化痰取法半夏尧
化橘红尧桔梗尧冬瓜子尧竹茹尧贝母遥 邓老指出袁在明确

病因的基础上对病对证用药袁并在此基础上加用具有

抗心律失常作用的中药袁如三七尧苦参尧甘松尧葛根等袁
可提高疗效遥 另外袁辨别野已未冶对疾病的诊疗意义重

大遥 如患者无基础心脏疾病袁出现野良性冶室性早搏袁
自觉心悸袁属野功能性冶病变曰但长期的室性早搏可引

起心室扩大袁心肌肥厚咱19袁20暂 等野器质性冶病变遥 野功能

性冶病变属于野未病冶袁而野器质性冶病变属于野已病冶袁
早期干预野未病冶预防疾病的发生发展袁发挥中医学

野治未病冶前瞻性优势遥
3郾 3摇 参伍不调袁阴阳分治摇 邓老认为心悸分为快

慢两型袁快速型病机以阴虚火旺多见袁少数为实火尧虚
阳外浮尧外脱遥 见于窦性心动过速尧房性心动过速尧室
上性心动过速尧室性心动过速等曰而缓慢型病机多为阳

气虚衰袁少数为邪实猖獗遥 见于窦性心动过缓尧病态窦

房结综合征尧房室传导阻滞等遥 有研究对 134 例室性

心律失常患者进行中医证型分类袁证实了快速性心律

失常的中医证型主要为阴虚咱21暂 遥 另有 Meta 分析提

示袁从阴虚论治快速性心律失常疗效确切且安全性

高咱22暂 遥 在治疗快速性心律失常时袁邓老提倡以益气养

阴为法袁方用生脉散加减袁具体方药如下院太子参

18 g摇 麦冬 9 g摇 五味子 9 g 摇 女贞子 15 g 摇 墨旱莲

15 g摇 鸡血藤 30 g摇 玉竹 15 g 摇 柏子仁 15 g 摇 茯苓

12 g摇 酸枣仁 12 g 摇 浮小麦 30 g遥 此外袁邓老认为袁
阴虚者多夹杂不同程度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即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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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脏燥冶表现袁临证时常合用甘麦大枣汤加减遥 而当阴

虚合并阳亢时袁轻者加用生龙骨 30 g尧生牡蛎 30 g曰若
重者多合朱砂安神丸渊珍珠母 30 g尧生牡蛎 30 g尧黄连

5 g尧炙甘草 12 g尧生地黄 30 g尧当归 12 g冤遥 而缓慢性

心律失常多见于中老年患者袁随年龄增长人体机能呈

现出不同程度老化袁而作为人体野动力冶的阳气也随之

衰弱遥 研究证明袁对于 116 例缓慢性心律失常回顾性

分析袁阳虚为缓慢性心律失常的主要病机咱23暂 遥 在治疗

缓慢性心律失常时袁邓老以益气温阳为法袁方用黄芪麻

黄附子细辛汤加减袁处方如下院炙麻黄 10 g 摇 淡附片

5 g渊先煎冤 摇 细辛 3 g 摇 干姜 5 g 摇 黄芪 30 g 摇 仙茅

10 g摇 仙灵脾 15 g摇 炙甘草 10 g 摇 党参 15 g 摇 麦冬

15 g遥 其中小剂量附片配合干姜温阳而不燥烈袁取少

火生气之意袁临床应用安全有效遥
4摇 结语摇 邓老提倡的野五脏相关冶与野五诊十纲冶

的野双五冶理论袁对于现代中医诊疗具有普遍指导意

义遥 中医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袁需要吸收现代医学

技术袁拓展诊断手段遥 坚持精准医疗和个体化原则袁采
用以野中冶为主袁先中后西袁中西结合策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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