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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下陷证与肺动脉高压相关性机理探讨

房玉涛何庆勇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内科，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北线阁5号，100053)

摘要肺动脉高压是临床上颇为棘手的综合征，本文通过探讨大气下陷证与肺动脉高压的相关性，提出补益升陷治法．为肺动

脉高压的临床治疗开辟了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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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lmonary artery hypertension(PAH)is an intractable symptOlll complex．The article put forward tonifying and sink一,'aisins

method，based on correlation between syndrome of sinking of pectoral qi and PAH，purveying new way to treat P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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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动脉高压是一种常见累及肺循环系统的病理生

理综合征，可以是一种单独的疾病，如特发性或家族性

肺动脉高压症，也可以是多种疾病或病症引起的并发

症。它的主要特征是肺血管阻力进行性升高，最终导

致患者右心衰竭而死亡。鉴于肺动脉高压正成为发展

较快的热点研究领域，中医药对其干预治疗必将逐步

得到重视。我们通过初步临床观察，发现本病与大气

下陷证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对两者的相关性机理进行

探讨。

1 大气、大气下陷证的理论渊源

大气一词，最早见于《内经》，其含义包括真气、经

气、邪气和宗气，后世医家对大气也多有论述，其中以

近代医家张锡纯论述最为详尽。他认为大气即宗气，

并系统阐述了大气的生成、循行及功用特点，以及大气

虚乏，甚至下陷的临床症状特点，并创立了治疗大气下

陷证的基本方升陷汤，为后世医家认识掌握大气下陷

的概念、病证特点、临床施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宗气(大气)聚于胸中，推动肺的呼吸功能，并上

走于息道、喉咙和鼻，肺的呼吸功能以及语言、声音、呼

吸的强弱均与宗气的盛衰有关。《读医随笔》言：“宗

气者，动气也，凡呼吸言语声音，以及肢体运动，筋骨强

弱者，宗气之功用也。”《医门法律·明辨息之法》也

说：“息出于鼻，其气分布于膻中，膻中宗气主上焦气道

⋯⋯或清或徐，或短或促，咸足以占宗气之盛衰。”宗气

是连接肺的呼吸和心主血脉之间的中心环节，可以协

助心脏推动血液运行。宗气不足，不能助心行血，则气

血失和、血行瘀滞。如《灵枢·刺节真邪》所言：“宗气

不下，脉中之血凝而留止。”

无论外感与内伤，伤及心肺损其宗气，皆可引起大

气下陷。大气下陷是以大气因虚下陷，宗气无力升举

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病理状态。

2大气下陷证与肺动脉高压的相关性

2．1 大气下陷证与肺动脉高压发病年龄相关 在

《医学衷中参西录》大气下陷·升陷汤一章中，张锡

纯共列举大气下陷证病案26则，其中发病年龄在

20—30岁者达13例，年龄最大也仅为56岁。素有喘

疾者仅3例。提示大气下陷证的发病年龄偏轻，这与

慢性心力衰竭、慢喘支等常见心肺疾患的发病年龄不

符。大多数类型的肺动脉高压(除慢性肺系疾病、肝

脏疾病及内分泌疾病等所致的继发性肺动脉高压外)

患者的发病年龄以青中年居多，尤其是特发性肺动脉

高压、结缔组织病相关性肺动脉高压，平均患病年龄

约为36岁，提示大气下陷证与肺动脉高压两者发病

年龄基本吻合。

2．2大气下陷证与肺动脉高压症状体征相关在《医

学衷中参西录》大气下陷·升陷汤一章中，张锡纯对大

气下陷证的临床表现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气短不足以

息，或努力呼吸，有似乎喘；或气息将停，危在顷刻；或

寒热往来，或咽干作渴，或满闷怔忡，或神昏健忘，种种

病状，诚难悉数。其脉象沉迟微弱，关前尤甚。其剧

者，或六脉不全，或参伍不调。在其本章附录的26则

医案中，素有喘疾者仅3例。有晕厥症状者4例。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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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胸中气短、动则似喘为最常见之症状，此外张氏还特

别谆谆告诫医者，该病证的气短不足以息与胸闷、喘证

非常类似。临床上遇有诉胸闷、喘憋者，须心中先存大

气下陷理论，临证细心体察。从26则病案所述的种种

临床表现及病情进展来看，该病证与本书其后“治喘息

方”一节中所载“喘证”病案明显有别，与慢性心力衰

竭、慢喘支肺心病等常见病的典型临床表现亦相差很

大。肺动脉高压本身没有特异性临床表现，最常见的

首发症状是活动后气短、晕厥或眩晕、胸痛、咯血等。

通过对比，我们不难看出，两者在临床症状体征上非常

一致。

2．3 大气下陷证与肺动脉高压临床预后相关在《医

学衷中参西录》所记载的26则大气下陷病案中，其中

因他医作胸满治之、用破气理气法致病情加重者13

例，致死亡者4例；因病重不治死亡者1例、猝死l例。

从西医角度分析上述病案，有以下几个特点：发病年龄

偏年轻；病情较重、容易误治；死亡率偏高。而这些临

床预后特点也与肺动脉高压的发病过程、预后也极为

相似。从中医角度分析肺动脉高压，从西医角度看大

气下陷，两者在发病年龄、证候学特点、预后等方面均

存在显著的一致性。因此我们认为大气下陷证可能包

括现代医学中的大部分的肺动脉高压，大气下陷可能

是肺动脉高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3 试论益气升陷法治疗肺动脉高压的可行性

大多数类型的肺动脉高压预后较差，其临床表现

以进行性活动后气短、气短不足以息，乏力、胸痛，甚时

晕厥、咯血、双下肢肿胀为主要特征，在不伴有肺系感

染的情况下咳嗽、咯痰、喘促、哮鸣等症状并不明显，因

此它不适于在“咳嗽”“喘证”“哮证”“肺胀”“肺痿”等

常见肺系病证范畴中进行中医辨证论治。其中医病因

病机、发展预后等方面应有其自身规律。

我们于2007年共采集了52例肺动脉高压患者的

中医证候学资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制订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中医病证分类代码》及《中

医证候鉴别诊断学》进行证型判定，分析证候分布规

律。结果显示：肺动脉高压中医证型出现比例从高到

低依次为大气下陷证(96．2％)、血瘀证(75．0％)、肺

气虚证(42．3％)、心气虚证(30．8％)、脾气虚证

(17．3％)。血瘀证与先心病相关性肺动脉高压相关性

最强。心气虚证与肺动脉压力增高的程度相关性最

高，其次是肺气虚证。初步结论是：大气下陷、血瘀证、

心气虚、肺气虚是肺动脉高压患者的主要证型。大气

下陷证与肺动脉高压相关性最强，提示大气下陷是肺

动脉高压的始动和中心环节。大气下陷包括了“虚”

和“陷”2个层次病理变化，所以补益和升提是治疗的

关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气虚宜掣引之”。

王冰注解：“掣，读为导，导引则气行条畅”。大气下陷

证的治疗当以升补胸中大气为主，使陷者复升才能发

挥大气主气司呼吸，贯心脉，统摄三焦气化的功能，治

疗当用升陷汤加减治疗。近10年来，关于升陷汤治疗

心肺疾患的临床验案报道与日俱增，其中尤以冠心病

心绞痛、心力衰竭、病毒性心肌炎、慢性阻塞性肺病为

多，提示升陷汤可救治较重的心肺系统疾患。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升陷汤可降低慢性阻塞性肺病所致的缺

氧性肺动脉高压。因此，目前补益升陷不失为肺动脉

高压的有效治法，值得探讨。

总之，目前肺动脉高压是临床治疗上颇为棘手的

综合征，症状有轻有重，证候错综复杂，绝非一法一方

即可救治。我们初步认为大气下陷是肺动脉高压的始

动和中心环节，益气升陷是较为重要的治法，有必要进

行临床验证。

(2008—04—17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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