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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气活血法防治心血管疾病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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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系统疾病（CVD）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发病率、致
残致死率不断增高，严重危害着广大民众的生命和生存质量，

已越来越成为现代医学研究的热点，中医药也积极参与其中，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作用也

日益凸显，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认可和肯定，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CVD 属于中医学心悸、心衰病、胸痹、真心痛等范畴，病位

在心与血管。而在 CVD 复杂多样的基本病理变化中，多以气

虚为始动因素［1-3］，气虚推动无力，则血脉迟涩。正如《医林改

错》所云:“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

瘀”，气血失于冲和则百病由生。故临证常以益气活血为治疗

大法。现本文就 2010 年以来益气活血法在心血管疾病防治

中的临床研究综述如下。

1 高血压病

邱超等［4］用益气活血汤（黄芪、党参、茯苓、川芎等）治疗

老年原发性高血压，结果显示能平稳降压且与口服卡托普利

片的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但在临床症状、总有效

率、血脂和血液流变学等方面改善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P＜
0.05，P ＜ 0.05，P＜0.01）。覃裕旺等［ 5 ］通过用自拟益气活血汤

（黄芪、丹参、降香、三七等）对老年高血压颈动脉粥样硬化病

变患者进行观察发现，治疗组在降压疗效、颈总动脉内膜中层

厚度（IMT）、粥样斑块及血流量改善、临床症状总疗效方面均

优于对照组（P＜0.05），提示益气活血汤治疗老年高血压颈动

脉粥样硬化病变有效。覃裕旺等［ 6 ］探讨有益气活血解毒功

效的芪七连胶囊（黄芪、杜仲、黄连、黄柏等）对高血压病患者

生存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治疗组中医证候疗效总有效率为

92.86%，显著优于对照组 70.00%（P＜0.01），在生存质量积分

方面亦优于同组治疗前及对照组治疗后（P＜0.05）。

2 冠心病

2.1 心绞痛 冠心病心绞痛属于中医“胸痹”、“心痛”范畴。
研究发现［7］，本病主要以血瘀、痰浊、气虚、阴虚为证候要素，

构成了心绞痛病机的四个主要环节，而在临床研究中以益气活

血法作为主要治法的临床疗效亦值得借鉴。藕二祥［8］在常规治

疗的基础上加用益气活血方（人参、黄芪、党参、丹参等）治疗

冠心病心绞痛患者 45 例，观察发现其在心绞痛临床疗效和心

电图疗效均明显优于常规治疗的对照组（P﹤0.05），且治疗后

的血小板膜蛋白-140（GMP-140）指标显著改善（P﹤0.05），提

示血小板功能明显活化。刘爱萍［9］用益气活血方药（黄芪、白
术、川芎、丹参）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结果显示心绞痛和心电图

总有效率分别达 95.2%，50.0%，优于对照组 77.5%，37.5%（P﹤

0.05）。姬同超［10］用自拟益气活血汤（黄芪、党参、红花、丹参

等）治疗冠心病心绞痛，通过心绞痛发作次数、硝酸甘油的用

量、心绞痛疼痛程度和心电图心肌缺血程度来评判疗效，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 95%，明显优于对照组 80%（P﹤0.05）。
2.2 急性心肌梗死 急性心肌梗死（AMI）属于中医“胸痹”、
“真心痛”等范畴，是心病急危重症，病死率较高，目前研究

多认为气虚血瘀是 AMI 的主要病机［11］，其病机可以总结为

“虚—瘀—痰”，故确定治法时多以益气活血法为总法，在改善

患者心率变异性（HRV）、减少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及改善患

者临床症状和预后方面均有良好疗效。冷建春等［12］在抗凝、
抗血小板聚集等西药治疗基础上加用具有益气活血功能的人

参山楂饮（人参、山楂、三七粉）治疗 AMI 72 例，结果提示，与

单纯西医治疗对比，治疗组在改善 AMI 患者心率变异性、减
少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及改善预后方面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P﹤0.01 或 P﹤0.05）。刘如兰等［ 13 ］观察益气活血汤（黄芪、
党参、丹参、桃仁等）联合阿托伐他汀治疗 AMI 患者，结果治

疗组临床总有效率及心电图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3 病毒性心肌炎

病毒性心肌炎（VMC）多发于儿童和青少年。中医虽无

VMC 的病名，但依据其临床特点及发病原因可归为中医学

“温病”、“心悸”、“怔忡”、“心瘅”、“胸痹”及“虚损”等范畴。本

病多由热毒之邪既伤心体又伤心用，使心气不足。心气不足

则运血无力，血脉运行不畅则心血瘀阻［14］。故治宜攻补兼施，

以补益心气、活血祛瘀佐以清热解毒为法。黄勇［15 ］对 6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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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C 患者进行观察，研究组在对照组常规西医（果糖二磷酸

钠口服溶液）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自拟益气活血方（麦冬、柴胡、
牡蛎、五味子等）治疗，结果研究组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

（P < 0.05）。夏里丰等［16 ］对病毒性心肌炎患者进行观察。对

照组给予病毒唑治疗，治疗组给予自拟益气活血汤（黄芪、沙
参、党参、丹参等）治疗，观察发现治疗组治疗后综合疗效总有

效率（88.64%）明显高于对照组（65.91%），心电图改善总有效

率（81.82%）明显高于对照组（56.82%）且治疗组治疗后的

LDH、AST、CK 变化明显低于对照组，均有显著性差异 （P <
0.05）。赵春风［17 ］观察 VMC 患者 68 例，研究组予益气活血法

治疗（太子参、黄芪、麦冬、柴胡等），结果示研究组总有效率

94.12%优于常规对照组的 79.41%（P <0.05）。孙九凤［18 ］在常

规治疗的基础上对 32 例 VMC 患者行益气活血治疗 （麦冬、
柴胡、牡蛎、瓜蒌等），观察发现实验组治疗后总有效率为

84.4％优于对照组 50.0％；且其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亦明

显低于对照组，均有（P＜0.05）。表明益气活血疗法能够有效改

善 VMC 患者的治疗效果并提升患者免疫力。

4 心律失常

心律失常是多种心脏病的并发症或后遗症，属中医学“心

悸”、“怔忡”范畴。辛国琴［19 ］提出气虚血瘀，气血不畅，脉气

不接续是心律失常的主要病机，故临床多以益气活血法来标

本同治，调和气血，对改善心律失常患者的临床症状及减少室

性早搏次数颇有疗效。谢勇庆等［20 ］将 90 例冠心病室性早搏

患者分为 3 组，均常规治疗基础病。治疗组予步长脑心通胶

囊（黄芪、赤芍、丹参、当归等）、稳心颗粒（党参、甘松、黄精、琥
珀等），美托洛尔片治疗，对照 1 组予美托洛尔片，对照 2 组予

美托洛尔片，复方丹参片（丹参、三七、冰片）。结果治疗组总

有效率为 96.9%，减少室性早搏次数效果最好、明显优于两个

对照组（P<0.05）。黄伟［21 ］观察心律失常患者，治疗组在对照

组胺碘酮治疗的基础上加益气活血方（黄芪、苦参、太子参、炙
甘草等）。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4.73%，明显优于对照组

76.32%（P<0.05）。谢涛［22 ］运用回顾性方法分析心律失常住

院患者，均采用益气活血法（黄芪、桂枝、柏子仁、苦参等）治

疗，并随证加减，结果总有效率为 93.75%，疗效显著。

5 慢性心力衰竭

慢性心力衰竭（CHF）是各种心脏病的最终结局，是严重

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综合症。该病分属于中医“心悸”、“喘

证”、“水肿”等范畴。多见于年老久病患者，研究表明［23 ］CHF
主要表现为气虚血瘀，属本虚标实之证，心气虚为本，血瘀为

标。本虚贯穿疾病的始终，标实为某一阶段的兼证，瘀血则贯

穿着整个病理的全过程 ［24 ］。故以益气活血法为 CHF 基本治

法，能有效改善心衰患者的心功能、运动耐量及生活质量等。
陈文智［25 ］将 CHF 患者在西医常规治疗的基础上予益气活

血法（强心通脉颗粒组成:人参、黄芪、红花、益母草、丹参、茯
苓、葶苈子），通过观察治疗后心功能总有效率、中医证候总有

效率等，结果显示治疗组治疗后心功能分级明显好转且各症

候积分明显优于治疗前（P<0.01）。林凯旋等［26 ］观察心衰患

者 100 例，治疗组加用益气活血方（党参、三七、丹参、车前子

等）。结果治疗组治疗后的脑钠肽前体水平及左室射血分数

改善情况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张艳等［27 ］选择气虚血

瘀水停型 CHF 患者进行分层区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治疗组

用益气活血中药颗粒剂（黄芪、丹参、人参、葶苈子、茯苓、红
花）代替对照组中的安慰剂，结果显示治疗组 6 min 步行距离

及明尼苏达心力衰竭生活质量调查分析表结果比较均明显优

于对照组（P﹤0.05）。

6 结 语

综上所述，益气活血法是中医防治心血管疾病常用的方

法之一，在高血压病、冠心病、VMC、心律失常及 CHF 等方面

取得了肯定的临床疗效，体现了中医药在疾病症状改善和生

活质量提高等方面的优势。然而，目前临床研究观察的例数

有限，同水平的的重复研究较多，缺乏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试

验和长期随访的终点观察，证据级别较低，且基于中药成分的

复杂性，对其作用机理的研究尚不够清晰。故此，在今后的工

作中，我们应该更多遵循循证医学的原则和要求，通过多中心

大样本的临床研究，进一步挖掘中医益气活血法在心血管疾

病防治中的特色和规律，提升其临床证据级别，同时通过深入

系统的基础研究探索其作用机理，更好地践行中西医结合防

治心血管病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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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中风，又称脑卒中或脑血管意外，是一种突然起病的脑

血液循环障碍性疾病。脑中风后肩关节疼痛是脑中风患者常

见的并发症，发病率较高，最高约 72%［1］。该病多发生于中风

后软瘫期，患者表现为偏瘫侧肩关节持续性疼痛，被动活动时

疼痛加重，可放射到肘部及手部，部分患者局部有肿胀，常伴

有肩关节脱位或半脱位；夜间疼痛明显，严重者可影响睡

眠［2-3］。本病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严重影响了患者的康复

进程和日常生活的功能。同时，由于肩痛影响患者参加作业

及社交活动，而致出现情绪低落、抑郁等精神方面的障碍。因

此,了解中风后肩关节疼痛发生机制、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对

防治肩关节疼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通过中国知网

（CNKI）及 Pubmed 文献数据库，查阅近年来中风后肩关节疼

痛相关临床及实验研究文献，并对这些文献进行了归纳、总
结和分析。现将目前该病的治疗及研究近况综述如下。

1 中风后肩痛发病机制研究

Pong 等［4-5］研究发现中风后偏瘫肩痛患者最常见的表

现是冈上肌病变和肩峰-三角肌下滑囊积液，与偏瘫肩痛之

脑中风后肩关节疼痛康复治疗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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