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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血脉微癥”理论探讨动脉粥样硬化 
斑块防治思路

摘要  动脉粥样硬化（AS）斑块是导致多种心脑血管不良事件发生发展的主要病理基础。中医药防治

AS 斑块疗效确切，但缺乏对 AS 斑块深入系统的中医学理论探讨。结合中西医学研究成果，课题组提出 AS
斑块“血脉微癥”理论，认为 AS 斑块以正虚为本，瘀毒为关键病理产物和致病因素，癥积内生为主要病理

表征。临证可以“血脉微癥”理论为指导，以益气活血、解毒消癥为主治疗 AS 斑块。本文以中医学“瘀毒”

理论为切入点，阐释“血脉微癥”理论内涵，以期为中医药防治 AS 斑块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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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herosclerosis（AS）plaque is the main pathological basis leading to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adverse events. Chinese medicine（CM）

have definite curative effect o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AS plaque，but there is a lack of in-depth and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AS plaques based on CM theor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CM and Western 
medicine， our research group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micro Zheng in blood vessels" of AS plaque.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AS plaque is based on qi deficiency， stasis and toxin are the key pathological products and 
pathogenic factors， and Zhengji is the main path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AS plaque， 
the theory of "micro Zheng in blood vessels" could be used as the guidance， and tonifying qi and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detoxification and eliminating Zheng could be taken as the basic principle. This article regards 
the theory of "stasis and toxin" in CM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and deeply explain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micro Zheng in blood vessel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search ideas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AS plaques by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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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是一种以

脂质和免疫细胞在动脉内膜下异常积聚为特征的慢性

炎症性疾病，是诱发多种心血管疾病的潜在原因 [1]。

斑块是 AS 最重要的局部病理表现形态，随着病变进

展，斑块的破裂会导致急性心肌梗死或脑卒中等临床

不良事件的发生。因此，探寻延缓 AS 斑块进展的治

疗方法，对 AS 斑块的防治至关重要 [2]。

中医药在稳定 AS 斑块方面疗效明确 [3]，但缺乏

对 AS 斑块深入的中医学理论认识。AS 斑块的诊断

以微观病理状态为基础，中医药对其认识同样需要宏

观与微观辨证结合，才能更全面系统了解 AS 斑块的

疾病本质。根据 AS 斑块的现代医学认识和病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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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易滞易瘀、易积成形”的特点具有一致性。因

此，AS 斑块可归属血脉病变范畴 [11]。中医药在辨治

AS 斑块中需要结合微观辨证，从微观视角上，AS 斑

块病变部位平滑肌细胞异常增殖、钙盐沉积、胆固醇

结晶以及坏死核心等微观结构变化可以看做“微型癥

积”形成的一种病理表现。因此，AS 斑块作为血脉

中的微型病理实体，其有形可见、固定不移的病理表

现与中医古籍中关于癥积的理论表述和形态特征相一

致，可归属“微癥”范畴 [12]。

2.2 血脉微癥的理论基础 在陈可冀院士团队

提出的“瘀毒”理论基础上，结合关于 AS 斑块的现

代微观病理表现及演变规律，课题组提出从“血脉微

癥”论治 AS 斑块的新思路。“血脉微癥”理论的内

涵指由于机体正气亏虚，所致血行缓滞，凝滞成瘀，

瘀久蕴毒为害，进而瘀、毒交织凝聚于血脉，血脉内

胶伏之瘀毒日久互结成癥，聚而不散，最终形成有形

之“癥积”沉着于血脉的病理演变过程。因此，正气

亏虚是血脉微癥形成的始因，瘀毒蕴结是血脉微癥形

成的关键，癥积内生是 AS 斑块的主要病理表征。在

治疗上从“虚—瘀—毒—癥”角度出发，采用“益气

活血，解毒消癥”的治法论治 AS 斑块，为中医药实

现稳定、消退和逆转 AS 斑块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3 从血脉微癥论 AS 斑块的病因病机

3.1 正气亏虚是癥积形成的始动环节 《诸病源

候论 · 虚劳病诸候上》中指出：“虚劳之人，阴阳伤

损，血气凝涩，不能宣通经络，故积聚于内也”[13]，

明代李中梓《医宗必读》亦谓：“积之成者，正气不

足，而后邪气踞之”[14]，以上论述充分说明癥积的形

成主要由于机体正气不足导致，正虚无力则气血运行

迟缓，血脉虚滞，多种病理产物凝结不散，停聚血脉，

诸邪长期蕴结不解结滞成有形之物，经久不散而成癥

积，即“因虚致积”。《黄帝素问宣明论方》曰：“癥

瘕坚硬，皆太阴湿土，乃脾胃中气，积聚之根也”[15]，

《活法机要》曰：“壮人无积，虚人则有之，脾胃怯弱，

气血两衰，四时有感，皆能成积”[16]，说明癥积形成

责之脏腑多见于中焦脾胃之气的虚弱，若脾胃功能虚

衰，则宗气、营气匮乏，不能滋养血脉，日久可发为

癥积。

3.2 瘀毒是癥积的主要构成部分 近年来，陈

可冀院士团队提出瘀毒是 AS 斑块发生及不稳定的重

要病机 [17，18]，AS 斑块形成过程中所表现出脂质代谢

紊乱、血小板凝集、氧自由基损伤、过度炎症细胞浸

润、微循环障碍等病理过程与瘀毒互结的微观状态吻

合 [19]，同时瘀和毒又互为因果、相互为患，在 AS 斑

众多医家学者认为 AS 斑块与癥瘕积聚在形态、病机

和证治类型上有共通之处 [4，5]，然而对 AS 斑块病机

认识的侧重方向有所不同，主要以气滞、痰湿等“标

实”为主。在陈可冀院士团队提出的“瘀毒”理论指

导下，结合 AS 斑块的现代科研成果，课题组基于微

观辨证的角度提出 AS 斑块“血脉微癥”的理论学说，

并在临床中取得良好的疗效 [6]。因此，本文从“血脉

微癥”理论出发，以中医学“瘀毒”理论为切入点，

着眼于癥积、瘀毒与 AS 斑块微观病理的相关性，围

绕“血脉微癥”理论来源、基本内涵、核心病机和防

治策略等方面进行深入阐述，从而阐释 AS 斑块中医

病机与西医微观病理变化的内在关系，以期为中医药

防治 AS 斑块的理论体系构建和临床诊疗提供借鉴。

1 “血脉微癥”的来源

1.1 血脉的含义 AS 是一种慢性进展性的血管

病变，多数医家认为其病位在血脉 [4，7，8]，对血脉的

初步认识最早可追溯到《内经》中，如《素问 · 平人

气象论》：“血脉者，盛坚横以赤，上下无常处，小者

如针，大者如筋。”这表明“血脉”含义与西方医学

对于血管的论述基本相似。《素问 · 三部九候论》：“必

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灵

枢 · 小针解》：“宛陈则除之者，去血脉也。”可见此

处的“血脉”涵盖了现代医学中血中异常脂质及炎性

介质等病理产物。故血脉的含义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即大、中动脉与血中病理产物的含义，合而成为现代

血脉病的概念 [8]。

1.2 癥积的含义 对于癥积的形成古籍早有论

述，《灵枢·百病始生》曰：“凝血蕴里不散，津液涩渗，

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景岳全书 · 积聚》曰：“诸

有形者，或以饮食之滞，或以脓血之留，凡汁沫凝聚，

旋成癥块者，皆积之类，其病多在血分，血有形而静

也”[9]。由此言之，癥积的形成主要由多种有形的病

理产物经久结聚而成，虽然癥积在不同部位所呈现出

的外部表现有所差别，但其病因病机实质相同。关于

癥积的形态，《难经 · 五十五难》曰：“积者，阴气也，

其始发有常处，其痛不离其部，上下有所终始， 左右

有所穷处。”“癥者有形可征，固定不移，痛有定处。”

可见，癥积可以概括为体内具有有形可寻、邪实聚积

特点的结块。

2 血脉微癥理论阐述

2.1 AS 斑块形成与血脉微癥的关系 AS 斑块

病变易发于大、中动脉中振荡剪应力损伤内皮的部

位，尤其是动脉分支点附近 [10]，此处血流方式紊乱，

邪气易聚不易散，有利于脂质的聚集，其与血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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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形成中呈病理相关性和病理渐进关系，以致瘀毒胶

伏血脉，久之易变生积块，这也是 AS 斑块顽固难愈

的治疗难点之一 [20-22]。《灵枢 · 百病始生》记载：“凝

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

这说明血瘀日久蕴生毒邪，瘀毒交织难解，互为因果，

聚而成癥，导致血脉微癥的形成，可见瘀毒是血脉微

癥形成过程中的病理关键，血脉微癥是瘀毒发展的必

然趋势。

3.3 癥积形成是 AS 斑块的主要微观表征 AS
病变始于动脉内膜损伤，血小板聚集黏附、脂质代

谢紊乱和平滑肌细胞的过度增殖为主要环节，血管

内膜下脂质的沉积以及结缔组织类物质的堆积，导

致血管增厚，引起管腔狭窄甚至闭塞为主要病理结 
局 [1，2，23]。从中医学理论来讲，AS 斑块局部微观视

角下过度增殖和“不典型增生”的病理改变与中医

“癥积”的表现极其相似 [13]。癥积一经形成又会作为

新的致病因素，进一步加重血脉瘀阻，使血脉之癥积

益坚难散、盘踞不去，从而变生诸病，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通过了解癥积的因成性、起病形式和转归等特

点，对 AS 斑块的临床辨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4 基于“血脉微癥”理论探讨 AS 斑块的中医

防治方法

4.1 益气扶正以调血脉 《医林改错》云：“元气

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为瘀”[24]。

《灵枢 · 经脉》曰：“脉道以通，血气乃行。”故治疗应

从益气扶正着手，气充则气血营卫流通不滞，血脉充

盈和调，加速瘀毒等病理产物的消散，则癥积自消矣。

张永康主张从“虚”论治冠心病，治疗时强调通补结

合，认为红参味苦性温，故用药常以红参为主以补气

通脉、引药入心经 [25]。唐瑜之认为宗气亏虚是冠心

病发病之始因 [26]，脾胃气弱、宗气不足，不能贯通

心脉导致的血脉瘀滞，是发生 AS 相关疾病的病理基

础，临床中运用黄芪、白术、党参等健脾益气之品可

使宗气得补、血脉畅通。在益气扶正治则指导下，人

参、黄芪等益气扶正药物在 AS 的中医临床治疗中得

到广泛的应用，药理研究显示其多种活性成分可通过

改善血液流变性、保护血管内皮、调节线粒体功能和

增加巨噬细胞的免疫调节功能等作用，维持血脉微环

境的稳定，发挥减轻 AS 病变程度的作用 [27-29]。因此，

益气扶正治法可促使气血调和、血脉通利，血脉通则

可达癥去积消之效。

4.2 解毒活血以稳斑块 血脉中瘀毒之邪交夹

日久，不仅会导致斑块钙化，坚牢不移，留滞血脉，

而且会促进斑块进展，损伤血脉，导致斑块活动破

裂。以“瘀毒”理论为指导思想，解毒活血法在治疗

AS 相关疾病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取得良好的临床

效果。张文高提出急性冠脉综合征的病机以“毒损心

络”及“瘀毒互结”为主，临床上以益气活血解毒法

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疗效显著 [30]。近年来研究证实，

解毒活血中药和复方可通过调节脂质代谢、抑制炎症

反应等多个病理环节，发挥防止斑块进展和稳定斑块

的作用 [20-22]。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虎杖提取物和山楂

提取物的解毒活血配伍可减轻 AS 斑块形成并稳定斑

块，具体机制可能与抗炎和减轻细胞外基质降解有关
[31]。课题组在临床观察中发现常规西药治疗的基础

上加用虎杖、山楂可明显改善不稳定性心绞痛患者的

临床症状，其机制可能与调节促炎因子和抗炎因子的

平衡有关 [32]。因此，运用解毒活血之法来疏通血脉、

清解毒邪是改善癥积内生的重要方法之一，可达稳定

斑块、畅达血脉之功效。

4.3 软坚散结以消癥积 《素问 · 至真要大论》

曰：“坚者削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故对于癥

积的治疗宜用软坚散结法。目前，软坚散结法作为

AS 斑块的宏观与微观兼顾之治法已经得到广泛认 
可 [33-35]。临床治疗时可根据兼夹病邪的不同，选用三

棱、莪术等活血软坚药物，夏枯草、连翘等清热软坚

药物，山慈菇、蒲公英等解毒软坚药物，或半夏、昆

布等化痰软坚药物等，从而既能软坚散结，又兼顾其

他治法 [34，35]。阮士怡认为 AS 属于“坚、结”之证，

提出了“脉中积”的概念，临床上常将鳖甲和海藻软

坚之品配伍应用于 AS 相关疾病的治疗中 [36]。陈小云

等 [37]研究发现软坚散结方可有效改善患者血脂代谢，

缩小颈动脉中内膜厚度和内膜斑块厚度，减小病变血

管内膜病灶的大小。韩景辉等 [38] 研究发现消积方可

以有效改善脂质代谢和血管内皮功能，有效逆转 AS
斑块的形成，降低严重心脑血管损害发生率。因此，

以 AS 斑块的微观病理为切入点，结合“微型癥积”

有形之邪痹阻血脉这一中心病理变化，采用软坚散结

法治疗 AS 斑块，对进一步促进斑块面积的缩小和消

退具有重要作用。

5 结语

综上所述，本课题组基于“瘀毒”理论，提出了

AS 斑块“血脉微癥”的理论，认为血脉微癥之形成

有本虚和标实两个方面，正气亏虚是血脉微癥形成的

始动环节，而标实之瘀毒互结是其发病的重要因素，

癥积形成是其主要微观表征。将 AS 斑块的病机概括

为“虚—瘀—毒—癥”，治疗上应在益气扶正的基础

上，施以活血解毒、软坚散结之法，标本兼治，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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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血脉调和，正气得复，瘀毒得解，则癥积自消。

然而“血脉微癥”作为一个创新病机理论，目前仍缺

乏相关循证医学证据，故未来亟待深入挖掘和总结

“血脉微癥”理论指导下的临床辨证用药规律，以提

高中医药防治 AS 斑块的临床疗效。

利益冲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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