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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
,

在祖国医学传统 理 论 指 导

下
,

结合现代医学的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方

法
,

相继研制出一批治疗心血管 疾 病 的 制

剂
。

大多具有较好的疗效
,

也有一定进展
。

现就近年来发表的论著
,

对中药在心血管疾

病中的应用概述如下
。

一
、

改善窦房结功能

改善窦房结功能的方法见表 1
。

窦房结功能低下称为病态 窦 房 结 综合
征

。

其心 电 图 改变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 夯

持续性显著的窦性心动过缓
、

窦 房 传 导阻

滞
、

窦性静止
、

房性早搏后的长时间间歇
、

慢性心房颤动或心房扑动伴有 缓 慢 性 心室

率
、

心动过缓一过速综合征等
。

祖国医学认
`

为
,

病态窦房结综合征主要为阳虚阴盛
、

气血

虚损
、

气滞血癖所引起 ; 表现为 迟 脉
、

涩

脉
、

结脉
、

代脉
、

极脉和脱脉等
。

表 l 中方

药改善窦房结功能的临床效应主要表现为加

快窦性心率
。

近年来药物实验研究表明
,

其作

用机理主要有 以下几种学说
: ① 兴 奋 日

:

受

体
。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的 实 验 表

明
,

附子有异丙肾上腺素样作用
,

它能兴奋

心脏的 p
,

受体而提高心率
,

恢复受甲醛损害

的窦房结功能 ; 加快心脏传导
,

缩短希氏束

电图的 A一 H lkJ 期
,

改善窦房传导 ; ② 通 过

影响机体代谢及内分泌功能
,

提高机体对缺

氧的耐受力 ; ③通过调节细胞核的亚微结 构

而促进细咆核的 D N A复制和 R N A 及蛋 白质

的合成功能
; ④通过调节线粒体的亚微结 构

而改善心肌的能量代谢 ; ⑤ 直接增加窦房结

的自律性
、

传导性
,

从而增加心率
。

物的生物活性
,

药理作用
,

临床疗效等需要

进一步探入研究和探讨
。

它在治疗恶性肿瘤

及免疫功能失调疾病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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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e
的衍生物

,

两者结构略有差别
,

但药 理

作用却不同
。

B e s t at in 类似物的抑酶活性与

B es t a t in 有明显不同
。

因此继续进行免疫调

节药物的构效关 系的 研 究
,

合成 新 的
、

衍

生 物 及 类 似物 是 进 行新药开发研究的重

要课题
。

综合所述
,

无论是由微生物次级代谢产

生的小分子调节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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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改善窦房结功能的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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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阳法

益气法
匾童胆灵细空鱼鱼

渔鱼卫过鱼
,

丝盛二二二
少卜中益气汤

:

黄蔑
、

党 参
、

白术
、

当归
、

陈皮

一
~

甲… 一 ,
一 一

下一
-

二二二二二
、

炙甘草
、

柴胡

养阴法

六味地黄汤
:

熟地黄
、

山黄肉
、

炒山药
、

丹皮
、

获等
、

泽泻

大补元煎
:

人参
、

甘草
、

熟地
、

山药
、
山英肉

、

杜仲
、

构祀子
、

当归

生脉散
:

人参
、

麦冬
、

五味子

补心丹
:

党参
、

元参
、

丹参
、

获荃
、

桔梗
、

远志
、

五味子
、

当归
、

天冬
、

麦冬
、

柏子仁
、

酸枣仁
、

生地

柏子养心丸
:

党参
,

元参
、
丹参

、

桔梗
、

远志
、

五味子
、

当归
、

天冬
、

麦冬
、

柏子仁
、

酸枣仁
、

生地

活血化淤法
附子 I号 注射液

:

消旋去甲乌药碱

红一燕冠心 兀号 注射液
:

丹

瓜萎越白半夏汤
:

瓜

,

赤芍
、

川夸
、

降 香

化痰法 半夏厚朴汤
:

半夏
、

等桂术甘 汤
:

获等
、

生姜

草

朴甘
夏厚半炙

、、

、

苏术

花一白紫白

、

等枝

参一获桂萎

二
、

缓解心纹痛

缓解心绞痛的常用方法药见表2
。

表 2
、

缓解心绞痛的常用方药

分 期 1 治则 { 方 药 _ _胶香
、

革拔
、

磨香
、

冰 片
、

苏合香油

乳香
、

肉桂,

香黄唬
冰 J犷
、

乳
、
牛

黄
人 参

、

珍珠

酥牛片

、

香油蟾
、

冰

酥胶香木
、

酥
、

片蟾合青香蟾明黄、

冰
、,

苏寮
,

牛脑片炸叭腾舒酞氦礴脸满津、

延
、、

蟾牛
、

熊香油
附
、

香砂
、、

片
、

檀香香香拼桂朱珠冰花
、

合、

檀
、、

珍肉
,

红苏拔
香
、

参片
.

七油
,

草
、

丁姜人冰三片香子
、

香片公良
、、

冰
,

合姜附沉冰,、

油油
、

胶苏
,

良
、、香香辛香香角

、

酥
,

香油植细合合脚鹿香蟾辛檀香氰抵
.

州
.

曰氛氛门氰州氰粼革沉丸丸人人丸寮剂察
.

::

合合
.:

心
·
雾
:

丸丸丸苏丸苏丹保丹气油滴痛胸参
心心心香心胸心冰心宽人冠苏环屏宽救活苏

通阳化浊…
’ 气 ’卜’

…

心绞痛发作期

获等

桔梗
、

天冬
,

麦冬
、

柏 子仁
、

酸枣 仁
、

玄参
、

丹 参
、

、、

胡皮归柴丹草当、,

甘
、术泻

,

志泽白芍远,、 ..少、药药
、

子芍山味等、、

获五
等肉
、、

获英母参、

山人知
归
、、、

当仁地地、

熟枣生
草
.

酸
.

甘汤
:

丹t

黄汤心散地仁遥补味枣王
逍六酸夭

获荃

调肝理脾

补阴壮阳

子
、

延
地黄

、

黄
、
巴

: 瓜篓
蔑

、

当

胡索
山茱英

、

泽泻
、

戟天
、
山茱英

、

、

燕 白
、

半夏
、

肉桂
、

获等
、

麦冬
、

营蒲
、

远 志

心绞痛缓解期

、

蒲黄
参

、

干姜
、

赤芍
、

白术
、

地尤

获等
,

丹皮
、

桂技
、

附子
、

山药
石解

、

肉灰蓉
、

附子
、

五味子
、

白酒
、

J l l芍
、

桃仁
、

红花

桂枝
、

甘草

铃干汤地人黄脂金金瓜失桂地补

心绞痛属于中医
“
心痛

” 、 “

胸痹
” 等

范畴
,

其疼痛较明显者称为
“
厥心痛

”
或

“

真心痛
” 。

治则为调肝理脾
、

补阴壮阳 ; 通

阳化浊
、

理气止痛
。

中药缓解心绞痛有以下特

点
:

①缓解心绞痛总有效率可达 60 肠一 90 肠
,

长期用药疗效还 可 提 高
,

无耐药性 , ②疗

效维持时间长
,

有的可达 4一 7小时
,

甚至 12

小时 以上 , ③副作用少
,

一般不影响继续用

药 ; ④重度心绞痛疗效欠佳
。

近年来实验研究表明
,

中药缓解心绞痛

的原理可归纳为 以下几点
: ①解除冠状动脉

痉挛
。

如宽胸气雾剂
、

苏冰滴丸等对平滑肌

及冠状动脉有解除痉挛作用
,

这种解痉作用

是止痛的基础
。

其作用原理
,

可能因挥发油

等通过呼吸道及消化道粘膜迅速吸收或对粘

膜感受器的刺激而直接或通过神经反射作用

于冠状动脉的结果
。

②扩张冠状动脉
,

增加

冠脉流量
,

改善心肌微循环 ; 扩张主动脉及

全身大动脉
,

降低血压
,

减轻心脏后负荷
,

从而减少心肌耗氧量
,

如冠心苏合丸
,

康香

落6



保心丸等
。

③某些方药对血流流变性也有所

影响
,

如降低血液粘稠度
,

抑制血小板及红

细胞聚集等
,

对防止冠状动脉痉挛及血栓形

成
,

改善冠脉循环都有意义
。

④镇静
、

、

止痛
,

如元胡
、

远志
、

枣仁
、

朱砂等
,

对缓解心绞

痛也有一定作用
。

三
、

缩小或限制心肌梗塞 范

围

治疗心肌梗塞的常用方药见表 3
。

心肌梗塞是心肌的缺血性坏死
,

为在冠

状动脉病变的基础上
,

发生冠状动脉血液供

应急剧减少或中断
,

使相应的心肌严重而持

久地急性缺血所致
。

临床表现有持久的胸骨

后疼痛
、

发热
、

白细胞计数和血清酶升高
,

以

及心电图进行性改变
。

可发生心律失常
、

休

表 3洽疗心肌梗塞的常用方药

克或心力衰竭
。

祖国医学认为
,

急性心肌梗

塞属于
“

胸痹
” 、 “

真心痛” 范畴
。

其基本

病机为
“

阴 ( 阴虚 ) ” 、 “

阳 ( 阳虚 )
” 、

“

痰 (寒
、

热 )
” 、 “

夜 (气
、

邪 )
” 四个字

及
“
心气虚弱

” 、 “
心脉痹阻

” 、 “

胸 阳不

展
” 。

治则为益气
、

温阳
、

养阴
。

现代药理实验表明
,

中药治疗急性心肌

梗塞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①保护心肌

结构
,

缩小或限制梗塞面积
。

限制和缩小心

肌梗塞面积
,

将大大改善患者预后
。

西苑医

院等用犬的实验性心肌梗塞证明
,

抗心梗合

剂可缩小心肌缺血范围和左室梗塞面积
,

减

轻心肌损伤程度和梗塞病变程度
,

减少心肌

细胞坏死量
。

通过电子显微镜还观察到对心

肌细胞线粒体有一定保护作用
。

②促进梗塞

后的心肌修复过程
。

复方丹参注射液在犬实

验性心肌梗塞中的作用与对照组比
,

在显微

:

丹参
、 黄精

、

党 参

姜花红干炮
、

,

仁
子桃附

、

姜姜制千
、

千抱草
、

,

甘子
子炙附:

人参
、

:

当归
、

:

人参
、

蔑
、

桂左

赤芍
,

郁金
、

甘草
、

肉
炙甘草

、

制
熟地

、

人 参
白术

、

甘 草
、

川夸
,

丹
、

五味子
蔑

、

甘草
、

;

制首乌
、

拘 ;

草
、

熟地
、

、
细辛

、

元 i

干姜
、

当归
,

英
、

芍药
、

、

木香
,

草
I归

、

羲术
、

黄人饮饮剂饮合
.

阳阳阳
:

梗汤回回回灵心味味救元心抗保四六健急

气阳一磕
J

黄蔑
、

当 归

党参
、

炙甘草

冬黄
、

甘麦
、

地
、

,

参参熟
人参
.

人一姜
.

枝附灵
:::

人
l

汤七良汤桂香五汤汤散.

心汤煎一
,

桂:
:

血五痛
散子健元一归散汤灵丸还活定脉味一痛补肾姜心心痛窍阳里生五补

冰片
桂枝

赤芍
、

元胡

川茸
、

桃仁
、

当归
、

川芍
、

当归
、

白芍
、

红花
、

鲜姜
、

红枣
桃仁

、
红花

、

赤芍
川 茸

、

乳香
、

没香

醉香
地龙
樱粟壳

芷
、

茱皮坐
、、、

子白吴青
,

芍蔑地

止痛

对症
治疗

止呕

解热

茱英汤
呕汤

:

吴茱英
、

大枣
半夏

、

获鉴
、

生姜
.

干姜
、

代精石
、

旋复花

、、
赤脂黄熟一参英

茱人

、

麦冬
、

、

香 附
、

青篙
神曲
架胡

皮
青黛
当 归

骨连芍一参地黄白一人,、蔽苟自川

、

一
,
.

污等
草J予潭布甘一附甘

.

、

玄参
苍术
人参

生地
桅子
黄蔑

吴ǔ昧味味
液汤加
鞠丸加

元汤加

大一心附桂舒通拈补托一吴止一增越保

强心

左心 衰竭宣用回阳救 急汤

右心衰竭宣用真武汤
:

附

肉桂
、

干姜
、 肉桂

、 白术
、

获等
、

半夏
、

陈皮

五昧子
、

弃香
白术

、

白芍
、

生 姜

、

牡蜗
甘草

、

人参
,

鑫兰` 理曳愁
_

堕龚̀
-

—

_
推想复方丹参注射液的活血作用可能增加吞

噬细胞清除坏死心肌的能力
,

加速 肉芽组织

生成
,

从而促使梗塞部位的愈合
。

作用机理
: ①直接扩张冠状动脉

,

减小

基7

子骨炙

子一味龙
五
、

姜,

子干一
冬附
、

麦熟子、、

附
参参
.

人人汤,:

本散汤反脉逆阳生救回
克体抗

镜下看到治疗组有加速梗塞后心肌修复过程

的趋势
。

电子显微镜下见到治疗组吞噬细胞

比较活跃
,

坏死心肌残片减少
,

或纤维细胞

分化程度和间质增生程度均较对照组明显
。



冠脉阻力
,

增加冠脉血流量 , 减慢心率
,

降

低血压
,

减小自胜后负荷
,

从而间接地降低

心肌代谢
,

减少心肌耗氧量
。

②对血液流变

性的作用
。

急性心肌梗塞病人的血小板及红

细胞的聚集性均增高
,

容易形成微血栓
。

血

小板的聚集又可释放促血栓素 A : ( T x A
Z ,

又名血小板凝集素 A Z )
,

该物质具有 强 烈

收缩血管及诱发血小板聚集使用
,

形成恶性

循环
。

中药一方面能降低全血粘度
,

抑制血小

板及红细胞的聚集性 ; 又能抑制血小板聚集

时释放促血栓素A
: ,

因而能够限制梗塞 范

围扩展
。

③溶栓作用
。

药理实验表明
,

川芍

嗓在体外具有尿激酶样作角
,

可直接激活纤

溶酶原产生纤溶酶来溶游纤维蛋合
。

每20 m g

川芍嗓相当于 0
.

9单位尿激酶的作用
。

另外
,

丹参
、

益母草
、

冠心 亚号等均有溶栓作用
。

四
、

治疗心律失常

治疗心律失常的常用方药见表 4

表 4
、

治疗心律失常的常用方药

枣
,、

大仁冬
、

桂枝
、

坐姜
、

麦香牡,

生脚
地
、、生子冀,

味雄
胶五
、阿

、

黄
ù

育 阴潜阳

养血 复脉

、

生牡舫
,

龟
竟奋屯履要丁互丽; 丽云屯

、

生 电板
、

、

珑瑞
、

、

白芍
、

板
, 白

全地
、

天竺黄

阿胶
、

冬
、

麻

妨
、

麦
、

薄荷

炙 甘草
炙甘草

、

鸡子黄
、

鳌甲
、

珍珠

,

熟地
,

黄茂
,

黄连
、

黄琴、
童担

_ _ _ _

万平夏万丧番屯音覃丁行丽 积实
、

大枣

获苍
、

胆星 f 橘红
、

积实
、

暮 箱
、

人参
、

女昔
、

昔 琴

砂岑地

朱胶生黄

、

甲阿
、、、草鳖

、

星归连

甘 草
、

生姜
、

大枣

黔刽燃
夏

、

橘红
、

全蒙石
、

、

半夏
、

党 参
、

沉香
、

.

甘草
、

、

砂仁
、

、

元参
、

代姑石
、

炙甘草
、
竹
大

炒桅子
、

半夏
、

橘红
、

获冬
、

获神
、
木通

、

黄连 , 生甘草

沥
、
生姜

枣
甘草

ùùùéùù篱ù戳ùōōōōō
一

ōōùùóōō

黄蔑
、

五味子
、

鹿布草
、
常山

姜
、

党参
、

、

桂枝
、

生
麦
姜

冬
、

生地、 麻仁 、 阿胶
、

大枣
、

大枣
、

怡馆
、
黄 蔑

心律失常属于中医学的心悸
、

怔忡
、

胸

痹
、

懊恢等范畴
,

主要病机为心阳衰弱
、

阴

寒内盛
、

气滞血癖或热邪鼓动
。

治疗主要是

通过扶正祛邪
、

理气活血
、

安神定志
,

达到

心阳平衡
,

恢复心主神明
、

主血脉的功能
,

使心神安明
、

血活气顺
、

脉搏调匀
,

纠正各

种心律失常
。

例如
,

常用方剂炙甘草汤的药

物配伍是根据阴血和阳气的相互关系
,

着重

补心气
、

通阴阳
,

增强心主血脉的功能
,

再

配以补血养阴的药
,

以充盈血脉
,

滋 养 脉

体
,

使阳气有所依附
,

心律失常即可纠正
。

近年来中草药药理研究证明
,

表 4 中方

药主要含有以下化学成份
:

粉防己碱
、

蝙蝠
、

葛碱
、

木防已碱
、

去甲乌药碱
、

关附甲素
、

裸翠崔亭
、

环常绿黄杨碱 D
、

小巢碱
、

槐果

碱
、

. `

宁心碱
、

苦参总碱
、

钩藤总 碱
、

常 咯

咐
、

苦参总黄酮
、

三七总皂贰
、

人 参 总 皂

贰
、

广枣总黄酮等等
。

以上成份通过以下机

理发挥其抗心律失常作用
, ①抑制心脏内异

位起搏点的兴奋性
,

如三七皂试
、

钩 藤 碱

等 , ②减慢房室传导
,

.

延长 A一 H间期 ( 激

动从心房传到房室交界部位的时间 ) 和 H一

V间期 (激动自希氏束远端经过浦 氏纤维传

到心室肌的时间 )
。

如环常绿黄杨碱等 , ③

通过抑制心肌细胞的钠内流
,

延长心肌的有

效不应期厂消除折返性心律失常
,

如木防 己

碱; ④异丙 肾上腺素样作用
,

兴奋心脏的 p
,

受体
,

加快心律
,

加快房室传导
,

从而治疗

缓慢性心律失常
,

如去甲乌药碱 ; ⑤钙拮抗

剂样作用
,

通过抑制心肌细胞膜上的电位依



赖性钙通道
,

抑制钙内流
,

从而发挥其杭房性心律失常作用
,

如粉防己碱等
。

五
、

降血脂作用

有降血脂作用的药物见表 5
、

6。
_

.

表 5
、

有降血脂作用的常用方药

二渔叮逻罗二二二笠竺兰二二二竺笠厂竺琶二竺竺二
降心方

:

党参
、

首乌
、 麦冬

、

五味子
、

山莫 肉
、
大枣

、

丹 参
; 、 。 }复方降脂片

: 黄蔑
、
寄生

、

五味子
、

山植
、

箱公英
】` 灿 一勺沈 n匕 .` 刁甘 自 拍 4

,
侧幻 名 卜嘴世

,

7
钾; I J左 ,亡

.

附 4 脸 诩口 , 户部
1

已古 打口 l〕 月曰 声1 . 曰 ` 劲 一 召呜护甲 I玛 4
r 一 刁 r J 吕J 一 J J . 护 jk 碑乙 、 J娜 月

、 百目

改黑 }桑决片
.

桑寄生
、

决明子
、

山植
、

葛 根
寸 r 于于

{降脂 片
:

首 乌
、

桑寄生
、
黄精

_ _

_ } 降胆查剑二鱼蜜叁
-
直些

, -

童丝
, ~

山丛
,

速吸王 ,
~

荷丝
, _

鱼鱼
1茵陈降脂汤

,

茵陈
、

山错
、
麦芽

l茵陈合荆
. 曹陈 、 泽泻

、

葛根
利湿 }菌术汤

: 茵 陈
、

我术
、

鸡血藤
祛痰 {白金丸

. 白矾
、

郁金
泄浊 {退皿汤

:

陈皮
、

半夏
、

获等
、

甘草
、

竹 茹
、

积实
、

大枣

}三黄泻心 汤
: 大黄

、

黄琴
、

黄柏

{山荷降脂片
: 山植

、

荷 叶
、

首乌
、

泽泻
、

茵陈
、
虎杖

活血 {血通多
:

红花
、

川 芍
、

化淤 }冠心 l号
:

三七
、

丹参
、

软坚 陌 舒 皿号
:

蒲黄
、

红花

赤芍
,

蒲黄
、

,

姜黄

首乌
、

茵陈
、

葛 根
灵脂

、

川芍
、

红花
、

降香
、

党参

表 6
、

有降血脂作用的中草药 注
: “ + ”

表示有作用

沙…
.

- ~ -

些些
一

…进 )……竺吕些
一 置皇 }一

~

」
-

一{一

—
一

—
~

虚笙
.

{
-

— 卫匕一一
~

{ 兰
- -

一
一费蛋 {一一士一一 一一

一
~

生
~
一

.

卫喳一 卜
一一 一士

~

一 }

—
一 一

~

j 醚鱼 卜一 二土一 !
-

兰
.

一,

旦担
.

些 {
-

一一 士一—
一

{
.

—
~

兰 一
一塑上 卜

-

一一土一一一 l一一 土
- - 一

决 明子 ! + } _
_

降昆脂蛋白
抗脂肪肝

1
减 轻动脉粥样硬化

三二住…三三三二三
_ _

_
_

_

_ 士

_
一 r

—
-

— ———
-

一—
!

—
_

士一一一 一
_ _ _ _

_ _ _
{_

_

_
生一

~

—
一

三二三止匕止班点
高脂血症一般属于中医的

“

痰浊
”
范

畴
,

中医学认为
,

其机制主要是饮食不节
,

过食肥 甘
,

损伤脾 胃
,

同时肝胆疏泄功能不

畅达
,

不能泌输精汁而引起脾之消谷运化功

能失调
,

转为痰浊
。

由于痰浊内滞
,

浸淫脉

管
,

血行受阻而诱发脾痹心痛晕厥等症
。

这

同现代医学认为脂代谢及糖代谢紊乱是缺血

性心脏病的发病因素是一致的
。

治则 为补益

肝肾
、

健脾消食
、

清热利胆及燥湿化痰
。

中草药的降血脂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
,

药物化学分析
,

表 5
、

6中方药主要含 以下化

学成份
:

茵陈二炔酮
、

桅子素
、

D 一 甘 露

醇
、

香豆素
、

大黄根素
、

卵磷脂
、

黄柏酮
、

苍

术醇
、

脂肪分解酶
、

蛋白分解酶
、

山碴酸
、

大

黄酸
、

亚油酸
、

丙种维生素
、

补骨脂 乙素
、

柠檬酸等
,

这些成份具有以下作用
: ①抑制

脂类在肠道 的吸收
; ②促进脂类在体内的运

输和清除
,

减少在各器官的沉积 ; ③干扰脂

类代谢
,

抑制胆固醇及甘油三脂在体内的合

成 , ④促进肝细胞再生
。

六
、

降血压作用

中医无高血压病之病名
,

根据本病的主

要症状及其发展过程
,

属于中医之
“
眩星

” 、

“
头痛

, 、 “

肝风
” 、 “

中风
”

等症的范围
,

常用于治疗高血压的药物见表 7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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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型 {
坦至里鱼昼{
肝 肾阴虚 }

表 7
、

高血压的拼证施洽

浴厕厂丁一一

一
一一序户一面里赶遭里 {型鲤迪邀丝丝上玉应 1 童荃

二

育 阴潜 阳 }六 味地黄汤加减
:

熟地
、

杜 仲
、

滋养肝 肾 )

牛膝 藤
、

杜仲
、

「

生石决朋
、

车前 草
、

桑寄生
,

夜交藤

丹皮
、
泽泻

、

牛膝
、

桑寄生 、
女贞子

、

地龙
、

·

生石决明
、

获等

表8
、

常用药物的有效成份及作用原理

管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血一+ì十ì+ì十二十二张
一一

.

一
.

二一一
.

ǔ一扩一ì一一一一一一
抑制血管
运动中枢

抑制交感
神经中枢

神经节阻断
组组胶

释放

奥梧桐

猪毛菜

罗布麻

汉 防己

青木香

野菊花

萝芙木

踌万
~

藤

生物碱
黄酮贰
猪毛菜碱

黄酮类

汉防己 甲素

广玉兰碱

+

二于 二 )

_
二 }_

_
_

二
} { 十

一 { +

_ 一 _
菊 越 }一 + l

we

) { }
总生物 碱

钩藤总 碱

—
}

—
— }一 一

-

上一
-

{ + 一

+
”
表示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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