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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病是心脑血管疾病中最主要的危险因素 [1]，

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极易对心、脑、肾等靶器官造

成损害 [2]。据我国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心血管健康与

疾病报告 2019 概要》[3] 预测我国心血管病患者约有

3.30 亿，其中包括高血压病患者约 2.45 亿，调查显示

心血管病患病率及病死率仍处于上升阶段。据预测如

果能普遍采用降脂和降压疗法对高血压和高血脂患者

进行治疗可避免 10~2 000 万个急性心肌梗死发生 [4]， 
由此可见高血压的治疗在心血管疾病中显得尤为重

要。目前临床上高血压病的治疗以西药为主，常用

的降压药有利尿剂、β 受体拮抗剂、钙通道阻滞剂、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

等。据报道，临床上高血压病患者单纯使用西药联合

治疗后仍有 40% 左右患者降压效果不理想 [5]，可见

西药的治疗效果有局限，易产生耐药性。中药治疗具

有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的治疗优势，中药治疗也

成为近年来高血压治疗的热门方向之一，在临床上的

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清眩降压汤是由陈可冀院士在天

麻钩藤饮的基础上加减化裁创立的经验方，主要用于

治疗肝肾阴虚、肝阳上亢证型的高血压，而清达颗粒

是在清眩降压汤的基础上精简而来，由天麻、钩藤、

黄芩、莲子心 4 味药组成。近年来清眩降压汤在治疗

高血压病患者中效果显著 [6]，但目前关于该方剂的作

用机制未见系统性总结。鉴于此，笔者对其治疗高血

压病的作用机制及临床应用的现状进行收集并整理，

为中医药治疗高血压病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1 作用机制的基础研究 高血压病可造成相应

器官的功能衰竭，甚至产生严重的并发症。清眩降压

汤（清达颗粒）对血管、心、肾、脑等重要靶器官具

有良好的保护作用。

1.1 保护血管、抑制血管重构及舒张血管 血管

病变是高血压病常见并发症之一，也是影响血压的关键

因素之一。研究发现清眩降压汤能够降低血管中膜厚 
度（medial thickness，MT）和腔径（lumen diameter，
LD）/MT 的比值以及降低血管平滑肌细胞 Bcl-2 的表

达和 Bcl-2/Bax 的比值，抑制血管重构，从而保护血 
管 [7, 8]。此外，清眩降压汤能通过调节转化生长因子 - 

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TGF-β1）/Smad
通路，降低血管紧张素Ⅱ（angiotensin Ⅱ，Ang Ⅱ）、

内皮素 1、肾素水平；抑制增殖细胞核抗原、胶原Ⅰ

和胶原Ⅲ的表达，来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和胶

原沉积，抑制血管重构 [9]。黄月等 [10]、林珊等 [11] 

通过研究发现清眩降压汤能显著舒张去甲肾上腺素和

氯化钾诱导内皮完整大鼠胸主动脉血管环的收缩；有

研究发现清达颗粒可通过抑制钙离子的内流并抑制磷

脂酰肌醇 3 激酶 / 蛋白激酶 B（phosphatidylinositol 3 
kinase，PI3K/protein kinase B，AKT）信号通路来减

轻血压升高并促进胸主动脉环的血管舒张，从而起到

降血压的作用 [12]。

1.2 对心脏的保护作用 长期高血压会刺激心肌

细胞肥厚和间质纤维化，从而引起左心室肥厚和扩张

等一系列病理变化。有研究发现清达颗粒能够抑制心

肌细胞重塑，逆转心肌肥厚，改善左心室功能并减轻

心肌纤维化，对心肌细胞具有保护作用 [13]。王怀等 [14] 

研究发现清达颗粒能降低 IL-1β、IL-6 及肿瘤坏死因

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等炎症

因子的水平，有效抑制心肌炎症及心肌纤维化，对心脏

起到保护作用。研究发现清达颗粒可通过调控单核细 
胞趋化蛋白 -1（monocyte chemoattractic protein-1， 
MCP-1）/ 趋化因子受体 -2（C-chemokine receptor-2，

CCR2）信号通路中干扰素 -γ（interferon-γ，IFN-γ）、 
MCP-1、CCR2 的表达，减少心脏中 T 细胞和巨噬

细胞的聚集，改善心脏炎症，从而保护心肌细胞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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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清达颗粒可能通过活化过氧化物酶体增 
殖 物 激 活 受 体 α/ 过 氧 化 物 酶 体 增 殖 物 激 活 受 体 
γ 共激活因子 -1α（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s-α/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γ coactivator-1，PPAR-α/PGC-1α） 信 号 通 路， 促

进心肌细胞内脂肪酸 β 氧化水平，改善心肌细胞的能

量代谢，从而保护心肌细胞 [16]。研究发现清达颗粒降

低了心肌纤维紊乱的程度，减轻心肌细胞的变性和坏

死。此外还能降低血清和心脏组织中 CD68 抗原蛋白

的表达，降低血清和心脏组织中 IL-6 和 TNF-α 的水平，

并 抑 制 了 核 因 子 κB（nuclear factor kappa-B，NF-
κB）通路，改善心脏重塑和炎症 [17]。

1.3 对肾脏的保护作用 长期持续高血压能使

肾小球内囊压力升高，肾小球纤维化、萎缩、肾动脉

硬化，导致肾实质损害等疾病。研究表明清眩降压

汤能通过降低血压、减轻肾小球的固缩，从而起到保

护肾脏的作用 [18]。实验研究发现清眩降压汤通过调

节 TGF-β1/Smad 信号通路，抑制基质金属蛋白酶的

表达以及下调胶原Ⅰ、胶原Ⅲ和胶原Ⅳ的表达，能显

著减少细胞外基质的过度积聚，减轻高血压大鼠肾间

质纤维化，从而对肾脏起保护作用 [19]。刘望予等 [20]

研究显示清眩降压汤能抑制肾组织中还原型辅酶Ⅱ氧

化 酶 2（nicotinamide oxidase 2，NOX2）、NOX4、

TNF-α、IL-6 等炎症因子的表达，降低氧化应激水

平，从而起到保护肾脏的作用。褚剑锋等 [21] 研究发

现清眩降压汤能抑制 Ang Ⅱ的升高，控制血压的升

高，抑制大鼠肾小球和肾小管增生，具有潜在的肾脏

保护作用。

1.4 对神经细胞的保护作用 长期高血压会使

脑血管发生缺血与变性，容易导致脑梗死等脑血管

疾病。褚剑锋等 [22] 研究显示清眩降压汤能控制血压

的升高，提高大鼠循环中一氧化氮水平，升高构建

型一氧化氮合酶、降低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减轻

神经胶质细胞聚集，从而保护神经元，减少脑梗死

发生的风险。有研究发现清达颗粒能下调 Bax 表达

和上调 Bcl-2 表达来抑制神经元凋亡，从而保护神

经细胞 [23]。有研究表明清达颗粒能激活 p38 丝裂原

活化蛋白激酶 / 核因子 E2 相关因子 2/ 血红素加氧 
酶 -1（p38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nuclear 
factor erythroid-2 related factor 2/heme oxygenase-1，

p38MAPK/Nrf2/HO-1）信号转导通路，显著抑制活化

的小胶质细胞释放如细胞活性氧、TNF-α 及丙二醛等

细胞毒性物质，并促进抗氧化酶如谷胱甘肽过氧化物

酶的产生及释放，从而起到了抗氧化应激的作用，对

神经细胞有保护作用 [24]。

2 单味药的现代药理基础研究 现代药理研究

发现天麻能降血压、降血脂 [25, 26]、抗氧化 [27]、保护

神经细胞 [28]、保护心肌细胞 [29, 30]、抗炎 [31]、增强

免疫力 [32]。研究发现钩藤能抑制神经系统，阻断交

感神经或神经节、通过阻止钙离子通道，抑制血管紧

张素Ⅱ诱导血管平滑肌增殖、抑制 TGF-β/Smad 通

路来降低血压 [33]、保护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 [34]、抗

动脉粥样硬化 [35]。姜凌宇等 [36] 研究发现杜仲能通

过保护血管内皮功能、拮抗钙离子通道、抑制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调节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凋

亡与增殖、减少肾小管对 Na+ 的重吸收等机制来降低

血压。此外，杜仲还具有降血脂、降血糖、抗炎、保

护肾脏等作用 [37, 38]。现代药理研究发现生地黄具有

保护心肌细胞及神经细胞、降血糖的作用，从而能减

轻高血压带来的危害 [39, 40]。牛膝具有保护神经元 [41]、

舒张血管和保护心肌细胞 [42]、抗凝血和抗血栓 [43]、

抗炎及抗氧化 [44] 等作用。黄芩中的黄芩苷具有抗动

脉粥样硬化 [45]，能通过抑制交感神经兴奋性来保护

心肌细胞 [46]，还能抑制心肌细胞的凋亡 [47]，保护血

管内皮细胞 [48]。另有文献报道，黄芩苷对离体大鼠

的胸主动脉具有舒张作用 [11]。现代药理研究发现菊

花能降低血压，减慢心率，保护血管内皮细胞，还可

以降血脂、降胆固醇，扩张冠脉血管等 [49]。苦丁茶

具有降血压、保护心肌细胞 [50]、降血脂 [51]、扩张血

管 [52]、提高免疫力 [53]、抗炎等 [54] 作用。桑叶具有

降血糖 [55, 56]、降血脂 [57]、降血压 [58]、抗动脉粥样

硬化和保护心脏作用 [59]。

3 临床应用 高荣新 [60] 选取 68 例肝阳上亢

型高血压病患者按治疗方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34 例并进行临床观察发现，治疗组（服用清眩降

压汤）的总有效率为 98.18%，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4.71%（单用硝苯地平缓释片，P<0.05）。田朝霞 [6] 

将 84 例阴虚肝阳上亢型单纯性高血压病患者按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42 例，对照组予苯

磺酸氨氯地平片、盐酸贝那普利片，治疗组在对照

组的基础上加用清眩降压汤，结果表明治疗组血压改

善程度优于对照组（P<0.05），且治疗组 TC、TG、

LDL-C、IL-6、TNF-α、C 反应蛋白水平均低于对照

组（P<0.05），说明清眩降压汤联合西药在治疗阴虚

阳亢型原发性高血压病患者中，能降低血压，改善血

脂水平，减轻机体炎性反应。此外，多项临床试验发

现在治疗肝阳上亢型高血压患者中，清眩降压汤联合

西药较单独常规西药的降压疗效更好，而且中西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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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病是心脑血管疾病中最主要的危险因素 [1]，

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极易对心、脑、肾等靶器官造

成损害 [2]。据我国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心血管健康与

疾病报告 2019 概要》[3] 预测我国心血管病患者约有

3.30 亿，其中包括高血压病患者约 2.45 亿，调查显示

心血管病患病率及病死率仍处于上升阶段。据预测如

果能普遍采用降脂和降压疗法对高血压和高血脂患者

进行治疗可避免 10~2 000 万个急性心肌梗死发生 [4]， 
由此可见高血压的治疗在心血管疾病中显得尤为重

要。目前临床上高血压病的治疗以西药为主，常用

的降压药有利尿剂、β 受体拮抗剂、钙通道阻滞剂、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

等。据报道，临床上高血压病患者单纯使用西药联合

治疗后仍有 40% 左右患者降压效果不理想 [5]，可见

西药的治疗效果有局限，易产生耐药性。中药治疗具

有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的治疗优势，中药治疗也

成为近年来高血压治疗的热门方向之一，在临床上的

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清眩降压汤是由陈可冀院士在天

麻钩藤饮的基础上加减化裁创立的经验方，主要用于

治疗肝肾阴虚、肝阳上亢证型的高血压，而清达颗粒

是在清眩降压汤的基础上精简而来，由天麻、钩藤、

黄芩、莲子心 4 味药组成。近年来清眩降压汤在治疗

高血压病患者中效果显著 [6]，但目前关于该方剂的作

用机制未见系统性总结。鉴于此，笔者对其治疗高血

压病的作用机制及临床应用的现状进行收集并整理，

为中医药治疗高血压病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1 作用机制的基础研究 高血压病可造成相应

器官的功能衰竭，甚至产生严重的并发症。清眩降压

汤（清达颗粒）对血管、心、肾、脑等重要靶器官具

有良好的保护作用。

1.1 保护血管、抑制血管重构及舒张血管 血管

病变是高血压病常见并发症之一，也是影响血压的关键

因素之一。研究发现清眩降压汤能够降低血管中膜厚 
度（medial thickness，MT）和腔径（lumen diameter，
LD）/MT 的比值以及降低血管平滑肌细胞 Bcl-2 的表

达和 Bcl-2/Bax 的比值，抑制血管重构，从而保护血 
管 [7, 8]。此外，清眩降压汤能通过调节转化生长因子 - 

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TGF-β1）/Smad
通路，降低血管紧张素Ⅱ（angiotensin Ⅱ，Ang Ⅱ）、

内皮素 1、肾素水平；抑制增殖细胞核抗原、胶原Ⅰ

和胶原Ⅲ的表达，来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和胶

原沉积，抑制血管重构 [9]。黄月等 [10]、林珊等 [11] 

通过研究发现清眩降压汤能显著舒张去甲肾上腺素和

氯化钾诱导内皮完整大鼠胸主动脉血管环的收缩；有

研究发现清达颗粒可通过抑制钙离子的内流并抑制磷

脂酰肌醇 3 激酶 / 蛋白激酶 B（phosphatidylinositol 3 
kinase，PI3K/protein kinase B，AKT）信号通路来减

轻血压升高并促进胸主动脉环的血管舒张，从而起到

降血压的作用 [12]。

1.2 对心脏的保护作用 长期高血压会刺激心肌

细胞肥厚和间质纤维化，从而引起左心室肥厚和扩张

等一系列病理变化。有研究发现清达颗粒能够抑制心

肌细胞重塑，逆转心肌肥厚，改善左心室功能并减轻

心肌纤维化，对心肌细胞具有保护作用 [13]。王怀等 [14] 

研究发现清达颗粒能降低 IL-1β、IL-6 及肿瘤坏死因

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等炎症

因子的水平，有效抑制心肌炎症及心肌纤维化，对心脏

起到保护作用。研究发现清达颗粒可通过调控单核细 
胞趋化蛋白 -1（monocyte chemoattractic protein-1， 
MCP-1）/ 趋化因子受体 -2（C-chemokine receptor-2，

CCR2）信号通路中干扰素 -γ（interferon-γ，IFN-γ）、 
MCP-1、CCR2 的表达，减少心脏中 T 细胞和巨噬

细胞的聚集，改善心脏炎症，从而保护心肌细胞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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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清达颗粒可能通过活化过氧化物酶体增 
殖 物 激 活 受 体 α/ 过 氧 化 物 酶 体 增 殖 物 激 活 受 体 
γ 共激活因子 -1α（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s-α/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γ coactivator-1，PPAR-α/PGC-1α） 信 号 通 路， 促

进心肌细胞内脂肪酸 β 氧化水平，改善心肌细胞的能

量代谢，从而保护心肌细胞 [16]。研究发现清达颗粒降

低了心肌纤维紊乱的程度，减轻心肌细胞的变性和坏

死。此外还能降低血清和心脏组织中 CD68 抗原蛋白

的表达，降低血清和心脏组织中 IL-6 和 TNF-α 的水平，

并 抑 制 了 核 因 子 κB（nuclear factor kappa-B，NF-
κB）通路，改善心脏重塑和炎症 [17]。

1.3 对肾脏的保护作用 长期持续高血压能使

肾小球内囊压力升高，肾小球纤维化、萎缩、肾动脉

硬化，导致肾实质损害等疾病。研究表明清眩降压

汤能通过降低血压、减轻肾小球的固缩，从而起到保

护肾脏的作用 [18]。实验研究发现清眩降压汤通过调

节 TGF-β1/Smad 信号通路，抑制基质金属蛋白酶的

表达以及下调胶原Ⅰ、胶原Ⅲ和胶原Ⅳ的表达，能显

著减少细胞外基质的过度积聚，减轻高血压大鼠肾间

质纤维化，从而对肾脏起保护作用 [19]。刘望予等 [20]

研究显示清眩降压汤能抑制肾组织中还原型辅酶Ⅱ氧

化 酶 2（nicotinamide oxidase 2，NOX2）、NOX4、

TNF-α、IL-6 等炎症因子的表达，降低氧化应激水

平，从而起到保护肾脏的作用。褚剑锋等 [21] 研究发

现清眩降压汤能抑制 Ang Ⅱ的升高，控制血压的升

高，抑制大鼠肾小球和肾小管增生，具有潜在的肾脏

保护作用。

1.4 对神经细胞的保护作用 长期高血压会使

脑血管发生缺血与变性，容易导致脑梗死等脑血管

疾病。褚剑锋等 [22] 研究显示清眩降压汤能控制血压

的升高，提高大鼠循环中一氧化氮水平，升高构建

型一氧化氮合酶、降低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减轻

神经胶质细胞聚集，从而保护神经元，减少脑梗死

发生的风险。有研究发现清达颗粒能下调 Bax 表达

和上调 Bcl-2 表达来抑制神经元凋亡，从而保护神

经细胞 [23]。有研究表明清达颗粒能激活 p38 丝裂原

活化蛋白激酶 / 核因子 E2 相关因子 2/ 血红素加氧 
酶 -1（p38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nuclear 
factor erythroid-2 related factor 2/heme oxygenase-1，

p38MAPK/Nrf2/HO-1）信号转导通路，显著抑制活化

的小胶质细胞释放如细胞活性氧、TNF-α 及丙二醛等

细胞毒性物质，并促进抗氧化酶如谷胱甘肽过氧化物

酶的产生及释放，从而起到了抗氧化应激的作用，对

神经细胞有保护作用 [24]。

2 单味药的现代药理基础研究 现代药理研究

发现天麻能降血压、降血脂 [25, 26]、抗氧化 [27]、保护

神经细胞 [28]、保护心肌细胞 [29, 30]、抗炎 [31]、增强

免疫力 [32]。研究发现钩藤能抑制神经系统，阻断交

感神经或神经节、通过阻止钙离子通道，抑制血管紧

张素Ⅱ诱导血管平滑肌增殖、抑制 TGF-β/Smad 通

路来降低血压 [33]、保护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 [34]、抗

动脉粥样硬化 [35]。姜凌宇等 [36] 研究发现杜仲能通

过保护血管内皮功能、拮抗钙离子通道、抑制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调节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凋

亡与增殖、减少肾小管对 Na+ 的重吸收等机制来降低

血压。此外，杜仲还具有降血脂、降血糖、抗炎、保

护肾脏等作用 [37, 38]。现代药理研究发现生地黄具有

保护心肌细胞及神经细胞、降血糖的作用，从而能减

轻高血压带来的危害 [39, 40]。牛膝具有保护神经元 [41]、

舒张血管和保护心肌细胞 [42]、抗凝血和抗血栓 [43]、

抗炎及抗氧化 [44] 等作用。黄芩中的黄芩苷具有抗动

脉粥样硬化 [45]，能通过抑制交感神经兴奋性来保护

心肌细胞 [46]，还能抑制心肌细胞的凋亡 [47]，保护血

管内皮细胞 [48]。另有文献报道，黄芩苷对离体大鼠

的胸主动脉具有舒张作用 [11]。现代药理研究发现菊

花能降低血压，减慢心率，保护血管内皮细胞，还可

以降血脂、降胆固醇，扩张冠脉血管等 [49]。苦丁茶

具有降血压、保护心肌细胞 [50]、降血脂 [51]、扩张血

管 [52]、提高免疫力 [53]、抗炎等 [54] 作用。桑叶具有

降血糖 [55, 56]、降血脂 [57]、降血压 [58]、抗动脉粥样

硬化和保护心脏作用 [59]。

3 临床应用 高荣新 [60] 选取 68 例肝阳上亢

型高血压病患者按治疗方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34 例并进行临床观察发现，治疗组（服用清眩降

压汤）的总有效率为 98.18%，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4.71%（单用硝苯地平缓释片，P<0.05）。田朝霞 [6] 

将 84 例阴虚肝阳上亢型单纯性高血压病患者按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42 例，对照组予苯

磺酸氨氯地平片、盐酸贝那普利片，治疗组在对照

组的基础上加用清眩降压汤，结果表明治疗组血压改

善程度优于对照组（P<0.05），且治疗组 TC、TG、

LDL-C、IL-6、TNF-α、C 反应蛋白水平均低于对照

组（P<0.05），说明清眩降压汤联合西药在治疗阴虚

阳亢型原发性高血压病患者中，能降低血压，改善血

脂水平，减轻机体炎性反应。此外，多项临床试验发

现在治疗肝阳上亢型高血压患者中，清眩降压汤联合

西药较单独常规西药的降压疗效更好，而且中西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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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的不良反应更少，更有利于患者生活质量的提 
高 [61-63]。陈斌等 [64] 对 99 例老年高血压病眩晕患者

按随机原则分为对照组 49 例、治疗组 50 例，对照组

用强力定眩片治疗，治疗组用加味清眩降压汤治疗，

结果显示治疗组眩晕症状的总有效率为 94.00%，优

于对照组的 75.51%（P<0.05），表明加味清眩降压汤

能显著改善老年高血压病患者的头晕症状。宋三军 [65] 

将 60 例围绝经期高血压病患者采用系统随机化法分

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 30 例，对照组予厄贝沙坦，研

究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清眩降压汤加减，结

果表明研究组降压有效率为 96.67%，优于对照组的

80.00%（P<0.05），且可降低雌激素、血管紧张素

Ⅱ和同型半胱氨酸水平。黄武松等 [66] 选取 100 例

肝火亢盛型高血压病的青年患者采用随机均分法分

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予苯磺酸氨氯地

平片，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清眩降压

汤，结果显示在降低清晨血压方面，治疗组的有效率

为 76.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44.0%（P<0.05），且

治疗组的血管紧张素Ⅱ水平也低于对照组（P<0.05），
以上结果表明清眩降压汤联合西药能很好改善清晨高

血压的症状，且能降低血管紧张素Ⅱ水平。

4 展望 目前高血压患病人数在逐年增加，临

床主要以西药为主，但是单纯依靠西药常规治疗，仍

有约 40% 患者降压效果不佳 [5]。目前经典的高血压

病机制有两大系统组成，包括交感神经系统和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最近研究发现，免疫系统

也是高血压病的重要发病机制之一 [67]，而中药在提

高人体免疫力方面有独特优势，这可能解释了临床上

一些高血压病患者，中西药联合应用要比单纯使用西

药的血压控制效果更好的现象，因此这些发现为中药

治疗高血压病的研究提供了新方向。清眩降压汤（清

达颗粒）的降压效果显著，安全性高，但目前对其治

疗高血压病的药理机制尚未清楚，相关的基础研究还

是比较缺乏，仍需进一步的研究探讨，以明确清眩降

压汤（清达颗粒）的作用机制，为发挥中医药在心血

管疾病中的临床治疗提供更多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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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的不良反应更少，更有利于患者生活质量的提 
高 [61-63]。陈斌等 [64] 对 99 例老年高血压病眩晕患者

按随机原则分为对照组 49 例、治疗组 50 例，对照组

用强力定眩片治疗，治疗组用加味清眩降压汤治疗，

结果显示治疗组眩晕症状的总有效率为 94.00%，优

于对照组的 75.51%（P<0.05），表明加味清眩降压汤

能显著改善老年高血压病患者的头晕症状。宋三军 [65] 

将 60 例围绝经期高血压病患者采用系统随机化法分

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 30 例，对照组予厄贝沙坦，研

究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清眩降压汤加减，结

果表明研究组降压有效率为 96.67%，优于对照组的

80.00%（P<0.05），且可降低雌激素、血管紧张素

Ⅱ和同型半胱氨酸水平。黄武松等 [66] 选取 100 例

肝火亢盛型高血压病的青年患者采用随机均分法分

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予苯磺酸氨氯地

平片，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清眩降压

汤，结果显示在降低清晨血压方面，治疗组的有效率

为 76.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44.0%（P<0.05），且

治疗组的血管紧张素Ⅱ水平也低于对照组（P<0.05），
以上结果表明清眩降压汤联合西药能很好改善清晨高

血压的症状，且能降低血管紧张素Ⅱ水平。

4 展望 目前高血压患病人数在逐年增加，临

床主要以西药为主，但是单纯依靠西药常规治疗，仍

有约 40% 患者降压效果不佳 [5]。目前经典的高血压

病机制有两大系统组成，包括交感神经系统和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最近研究发现，免疫系统

也是高血压病的重要发病机制之一 [67]，而中药在提

高人体免疫力方面有独特优势，这可能解释了临床上

一些高血压病患者，中西药联合应用要比单纯使用西

药的血压控制效果更好的现象，因此这些发现为中药

治疗高血压病的研究提供了新方向。清眩降压汤（清

达颗粒）的降压效果显著，安全性高，但目前对其治

疗高血压病的药理机制尚未清楚，相关的基础研究还

是比较缺乏，仍需进一步的研究探讨，以明确清眩降

压汤（清达颗粒）的作用机制，为发挥中医药在心血

管疾病中的临床治疗提供更多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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