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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亮点与解读

李金根#

"徐"浩!

""慢性心力衰竭 $简称慢性心衰%是各种心脏结构

或功能性疾病导致心室射血及$或% 充盈功能低下的

一种复杂的临床综合征"是各种心脏病发展的终末阶

段"其发病率高"病死率高"已发展为
!#

世纪最重要

的慢性心血管病症'

#

(

) 近年来"国内外很多心衰指南

相继颁布"如
!"#!

年欧洲心脏病学会$

<H&

%的*急性

和慢性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

'

!

(

,

!"#%

年美国心

脏病学会基金会$

I&&,

%

G

美国心脏协会$

IJI

%的

*心力衰竭治疗指南+

'

%

(及
!"#;

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

病学分会和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的*中国心

力衰竭诊断及治疗指南+

'

#

(

"为慢性心衰的规范治疗

奠定了基础)

中医中药是心血管病防治的-中国特色."在改善

慢性心衰患者临床症状,生活质量,维持心功能及减少

再住院率方面显示有一定优势"但在西医指南中却鲜

有提及) 在
!"#;

年*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

中"中药被列在有争议,正在研究或疗效不能肯定的药

物中'

#

(

) 在这种背景下"

!"#;

年*慢性心力衰竭中医

诊疗专家共识+

'

;

(出台"系统总结归纳了心衰的中医

证候特征,辨证分型及治疗"对进一步规范慢性心衰的

中医治疗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中医,西医是两种不

同的医学体系"在慢性心衰防治中各有特点"中西医联

合治疗心衰在临床实践中并不是两者的简单相加"如

何以患者为中心"中西医优势互补,有机结合"是建立

有中国特色慢性心衰诊疗方案的关键) 基于此"由陈

可冀院士,吴宗贵教授牵头"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

管病专业委员会及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

心血管病学专家委员会在系统评价慢性心衰临床研究

证据的基础上"于
!"#:

年底完成了*慢性心力衰竭中

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

'

:

(

)

*共识+主要包括要点说明,前言,慢性心衰的临

床评估,慢性心衰的中医辨证,慢性心衰的治疗
:

方面

内容) 其中慢性心衰的临床评估及西医治疗部分是对

!"#;

年*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内容的精

炼"本文不再赘述) 现结合*共识+制定的主要思路和

亮点作一解读"以期为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同道们

理解,学习和规范应用本*共识+提供参考和借鉴)

#

"病证结合#归纳慢性心衰的核心证候和不同阶

段的证候特点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优势"但如果单纯强调辨

证"由于医者学派不同"患者情况千差万别"临床证型

繁杂"很难达成统一"更不便于学习掌握和临床规范化

治疗) 病证结合,以病统证"将中医整体辨证与西医病

生理改变的辨识相结合"在了解西医病的前提下"结合

西医病的特征进行中医的整体辨证论治"能更好地把

握疾病的发展,演变规律及机体的功能,结构变化特

征"有助于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共识+充分采纳了

!"#;

年*慢性心力衰竭中医诊疗专家共识+中的证候

分布规律认识"指出慢性心衰为本虚标实之证"本虚主

要指气虚"常兼有阳虚,阴虚&标实则主要指血瘀"其次

为水饮,痰浊"反映了慢性心衰-虚.,-瘀.,-水.的核

心病机)

慢性心衰可分为左心衰,右心衰,全心衰"也可分

为射血分数降低的心衰$收缩性心衰%和射血分数保

留的心衰$舒张性心衰%"原发病可分为冠心病,高血

压,风心病,肺心病,扩心病等"发展阶段也可分为
I

,

K

,

&

,

D ;

期'

$

(

) 不同类型或阶段的慢性心衰"其证候

有无不同特点"这些都是在-病证结合.理念指导下值

得探索的问题) 通过文献检索"尽管发现一些相关报

道"但不同类型及不同原发病的慢性心衰目前尚难以

形成公认的证候规律认识"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

*共识+仅对慢性心衰
I

,

K

,

&

,

D ;

个不同阶段证候特

点进行了梳理和归纳#

I

,

K

阶段时患者尚无心衰的临

床表现"故其证候以原发病的证候"但
K

期已发展成

结构性心脏病"强调了心气虚证&进展至临床心衰即阶

段
&

时"其核心证候则为气虚血瘀证"常兼见水饮,痰

浊证&病情进一步发展至难治性终末期心衰阶段时"其

核心证候虽仍以气虚血瘀证为主"但程度加重"更常兼

见阳虚,水饮"为临床分阶段论治慢性心衰提供了

依据)

!

"证候诊断#证素诊断与复合证型相结合"宏观

微观辨证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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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候诊断是辨证论治的前提"也是病证结合提高

临床疗效的关键环节)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中医证候诊

断模式主要包括传统的复合证型诊断模式和证候要素

诊断模式两种) 其中复合证型诊断模式优点是可以突

出主要证型"便于记忆掌握"例如将眩晕分为气血亏

虚,肝阳上亢,肾精不足,痰浊中阻
;

型"包含了临床实

践中眩晕常见的几个证型&但该方法较为机械"难以完

全满足临床需求"如肝阳化风,挟痰上扰应归属于哪一

型/ 且复合证型诊断标准往往存在争议"统一标准的

制定有一定难度) 证候要素诊断模式认为证素是辨证

的基本要素"是通过对症状,体征等的辨识而确定的病

性和病位"是辨证论治的核心和关键'

F

(

) 与复合证型

相比"单一证候要素诊断标准易于制定"临床实际操作

时可通过不同组合形式衍生出多种复合证型"如气虚

血瘀,气虚血瘀痰阻,气阴两虚痰瘀互阻等"从而执简

驭繁"适应复杂的临床状况"缺点是组合形式较多"不

能突出主要证型) 本共识将两种诊断模式优势互补,

有机结合"以本虚标实为纲"列出了慢性心衰气虚证,

阳虚证,阴虚证,血瘀证,痰浊证,水饮证
$

个证候要素

的诊断标准"同时在主要证型中介绍了临床最常见的

复合证型000气虚血瘀证,阳气亏虚血瘀证,气阴两虚

血瘀证"既便于临床操作"又能适合复杂的临床状况及

个体化治疗的需求)

传统中医辨证相关指标主要包括一些宏观表征"

如症状,体征,舌象,脉象等) 现代医学理化检查进一

步延伸和拓宽了中医四诊的视野"将其结果纳入到中

医辨证体系中"宏观微观辨证相结合"是中西医有机结

合的重要体现) 如
#89$

年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活

血化瘀专业委员会制定的血瘀证诊断标准中"即将理

化检查如微循环障碍,血液黏稠度增加,血液动力学障

碍等列入了血瘀证的诊断标准中'

9

(

"开宏观微观辨证

相结合制定证候诊断标准的先河) 本*共识+证候诊

断标准也采用了宏观微观辨证相结合的原则"如将胸

片显示肺淤血"凝血检测异常等检查结果列入慢性心

衰-血瘀证.的诊断标准之中"胸
G

腹水列入慢性心衰

-水饮证.的诊断标准之中"都为临床医生提供了更为

直观的辨证依据"使诊断标准更加客观化) 随着研究

的深入和专家认识趋同"左室射血分数降低,缓慢性心

律失常等现代医学检查结果还可能成为慢性心衰-气

虚证.,-阳虚证.的辨证依据"从而大大丰富中医证候

诊断指标)

%

"药物治疗#注重临床实用性"参考现代药理研

究结果及中西药相互作用

慢性心衰患者可以表现为急性加重期,缓解期,稳

定期等不同阶段"临床常需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及患

者的偏好给予不同剂型的药物) 本*共识+充分考虑

到上述实际情况"对慢性心衰常见证候都给出了代表

方$汤剂%,中成药及静脉注射制剂等
%

种药物剂型的

推荐"如气虚血瘀证推荐的代表方为桂枝甘草汤,保元

汤加减"中成药为芪参益气滴丸$推荐用于冠心病%"

心衰急性加重推荐用黄芪注射液&阳气亏虚血瘀证推

荐的代表方为参附汤,四逆汤加减"中成药为芪苈强心

胶囊,参附强心丸,心宝丸"心衰急性加重推荐用参附

注射液,心脉隆注射液&气阴两虚血瘀证推荐的代表方

为生脉散加味"中成药为生脉胶囊,生脉饮口服液,补

益强心片"心衰急性加重推荐用生脉注射液,注射用益

气复脉"非常切合临床实际)

近年来"中药药理学研究成果丰硕'

8

(

"尤其是单

味中药的药理学研究"如桂枝的现代药理研究显示其

有抗凝,抗血小板,利尿等多种作用'

#"

(

) 将这些现代

药理研究成果纳入到临床实践中"是对传统中药功效

的延伸"是中西医有机结合的另一种形式) 本*共识+

在文献分析基础上"总结归纳了慢性心衰临床常用的

单味中药"并参考现代药理学研究结果将这些药物分

为强心,利尿,扩血管和抑制心室重构几类"使临床医

生在中药选择上更有针对性"尤其便于西医的理解和

使用) *共识+中还建议在心衰的
K

阶段时可加用一

些具有潜在逆转心室重构作用的中药如丹参,黄芪,西

洋参,三七等"以发挥防治心衰发生发展的作用) 当

然"需要强调的是"临床实践中应用现代药理研究结果

不能按图索骥"而应在辨证指导下进行"才能取得更好

的临床疗效)

慢性心衰是多种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的终末阶段"

又常合并糖尿病,肾脏疾病等疾病"治疗时多联合应用

数种西药) 同时"临床试验结果表明"在常规应用西药

的基础上加用中药能够明显改善慢性心衰患者的临床

症状和生活质量"并减少再住院率'

##

"

#!

(

) 因此临床实

践中常在规范应用西药的基础上联合应用中药"以进一

步提高临床疗效) 此时中西药相互作用就成为无法回

避的话题'

#%

(

"是增效/ 减毒/ 还是减效/ 增加不良反

应/ 这些都是临床需要关注的问题) *共识+在总结现

有研究结果基础上"列出了心衰治疗中有潜在相互作用

的中西药物"以期更好地指导临床"在提高疗效的基础

上减少可能的不良反应) 如*共识+中指出心衰常用药

物地高辛与麻黄联用时"后者可能增加地高辛的心脏毒

性"而与当归合用时则可对抗地高辛所致的心律失常)

另外共识还指出葶苈子,苦参,知母,升麻,麻黄等药物

中被测出含有地高辛成分"尽管这些药物与洋地黄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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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是否产生药物不良反应尚不清楚"但对临床联用时

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 当然"对于共识中列出的具有潜

在相互作用的中西药物"并不代表在临床联合应用时就

是绝对禁忌的"而是起到一个提示作用"如地高辛与麻

黄联用时"后者可能增加地高辛的心脏毒性"因此在联

用时应加强临床观察和必要的血药浓度监测"以及时发

现和处理潜在的不良反应)

;

"推荐用药#按照循证医学原则对证据水平较高

者给予优先推荐

近年来"中医药防治慢性心衰的临床研究逐渐增

多"但多中心,大样本,设计严谨,以临床硬终点为评价

指标的临床试验还不多"因此制定慢性心衰临床实践

指南为时尚早) 尽管如此"*共识+在推荐中成药时仍

是按照循证医学的原则,建立在证据等级水平较高较

多的基础之上的) 如临床研究表明"在常规治疗基础

上加用芪苈强心胶囊可显著降低心衰患者的替代终点

指标
7

端脑钠肽前体$

7

$

A-/=>L15 M/4

$

./1>L L1A/>

$

0/-A>B M-MA>N-

"

7)

$

M/4K7O

%水平"提高
$

分钟步行

距离$

$

$

=>L P15Q>LR N>SA1LB-

"

$+*D

%和左室射血

分数$

5-TA U-LA/>B051/ -V-BA>4L T/1BA>4L

"

W3<,

%"显

著改善心功能和生活质量'

#!

(

) 尽管该研究应用的是

替代终点指标"但采用了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

照试验设计"证据水平较高) 又如芪参益气滴丸治疗

慢性心衰患者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评价结果显示"在

西药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芪参益气滴丸可以降低心

衰患者的再住院率和病死率"改善患者心功能"增加

W3<,

和
$+*D

'

#;

(

&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

试验及包括
9

个随机对照试验的
+-A1

分析皆表明在

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心脉隆注射液"可进一步降低

K7O

水平"增加
W3<,

和
$+*D

'

##

"

#:

(

) 其他如生脉

注射液或生脉饮口服液'

#$

(

,参附注射液'

#F

(

,参麦注射

液'

#9

(等证据水平都相对较高"因此在*共识+中给予

了优先推荐)

总之"本*共识+以病证结合为切入点"在系统评

价慢性心衰临床研究基础之上"参照目前已有的共识

或指南"经专家论证制订而成"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慢

性心衰诊疗共识"旨在为临床医师提供适合于大多数

慢性心衰患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策略"进一步提高慢

性心衰的临床疗效) *共识+的制定充分体现了中西

医结合优势互补的理念"反映了慢性心衰治疗中西医

结合领域的最新进展"实用性强"具有很高的指导价

值) 相信随着临床实践发展以及新的证据不断出现"

本*共识+将会进一步更新和完善"在我国慢性心衰的

规范化治疗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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