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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应用多元数据统计和神经网络挖掘方法构建慢性心力衰竭（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ＣＨＦ）患者血瘀证基于多系
统理化指标信息的诊断模型，探索与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血瘀证相关的理化指标信息的组合模式及其生物学意义。方法：

选取２０１０年３月至２０１１年８月四川省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浙江省杭州市中医院收治的ＣＨＦ患者１００例，分为观察
组（血瘀证患者组）和对照组（非血瘀证患者组），其中观察组３７例，对照组５７例。观察组为进行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收集
患者四诊信息和生物样本进行多系统理化指标的检测分析。在分析差异指标基础上，综合应用回归方法及神经网络数据

挖掘方法进行数据模型建设，从而形成慢性心力衰竭血瘀证患者的多系统理化指标诊断模型。结果：本研究共纳入１００
例心力衰竭患者，其中血瘀证患者占３７％。应用上述方法筛选出有统计学意义的多系统理化指标信息２０项，按照条目的
显著性顺序依次进入神经网络数据挖掘模型，显示筛选指标的建模准确率为７５４％，测试样本的准确率达到８２４％。结
论：神经网络数据挖掘方法可以用于临床理化指标信息数据进行ＣＨＦ患者血瘀证的建模分析，与血瘀者密切相关的多系
统理化指标信息也为进一步了解心力衰竭血瘀证的病理生理机制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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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心力衰竭作为各种心脏病的终末结局，发 病率逐年升高，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卫生难题［１］。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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瘀证一直以来被视为多种心血管疾病的主要证候，

活血化瘀法也被广泛应用于中医临床治疗心血管疾

病中［２］。中医学认为慢性心力衰竭的主要病机为

“心气虚血瘀水停心虚加重”的过程，血瘀证在整
个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关于血瘀证

相关的概念，中医学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血脉

凝泣”“恶血”“凝血”“衄血”等描述。［３］近些年来，

陈可冀、李连达两位院士领衔的研究团队较早系统

的阐释了血瘀证的科学内涵，为心脑血管病以活血

化瘀为主和向其他学科辐射治疗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于血瘀证各层面的生物学基础研究也日渐引起众

多学者关注［４］。现代研究表明，不同疾病同一证候

生物学指标呈现类似的变化特征，可作为证候客观

化研究的有力补充［５］。多元数据挖掘方法重视海量

指标间的相互作用并充分考虑到中医证候复杂性特

点，在中医证候研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６］。

如何结合医学研究进展，充分运用中医宏观辨证思

想，应用多种数据挖掘工具，筛选不同系统和层次的

指标信息以揭示慢性心力衰竭血瘀证的病理生理基

础是值得探究的问题。本研究将在深入分析 ＣＨＦ
血瘀证患者临床资料与多系统理化指标间的内在联

系的基础上，采用神经网络数据挖掘方法构建基于

多系统理化指标的ＣＨＦ血瘀证模型，以期为后续中
医证候研究提供了客观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３月至２０１１年８月
四川省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浙江省杭州市中医

院收治的ＣＨＦ患者１００例，其中男６２例，女３８例，
年龄４２～８３岁，平均年龄（６３４±３４３）岁。其中原
发病为冠心病的６０例，高血压性心脏病５０例，扩张
性心肌病 １２例，其他类型的心脏病 ８例。纳入的
ＣＨＦ患者经中医辨证后观察组３７例，对照组５７例。
２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分布等方面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患者心功能分级参照美国纽约心
脏病协会的标准，其中Ⅰ级患者６例，Ⅱ级２８例，Ⅲ
级４６例，Ⅳ级２０例。所有 ＣＨＦ患者的诊断均参考
２００５年ＡＣＣ／ＡＨＡ公布的慢性心力衰竭诊断治疗指
南。血瘀证诊断参照１９８６年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活血化瘀专业委员会制定的标准［７］。

１３　纳入标准　１）上述医院收治住院的 ＣＨＦ患
者；２）年龄在４０～８５岁之间；３）自愿签订知情同意
书；４）符合ＣＨＦ疾病诊断标准。
１４　排除标准　合并严重心律失常伴有血流动力

学改变者；血象升高，并发感染者；胸片提示有片状

阴影；合并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恶性肿瘤者；妊娠或

哺乳期妇女；精神病、传染病患者等不适宜纳入研究

的患者。

１５　研究方法
１５１　临床信息采集　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入组
时全面采集其四诊信息，填写 ＣＨＦ临床信息采集表
并判别中医证候。

１５２　指标检测流程　待测指标血样来源于 ＣＨＦ
患者空腹肘静脉血（除心电图、超声心动图外）。采

血时间统一规定为患者入组后第２ｄ清晨，由专业
人员完成，采血时分别使用无添加管（５ｍＬ）、ＥＤＴＡ
抗凝管（８ｍＬ）、枸掾酸抗凝管（３ｍＬ），采血后从
ＥＤＴＡ抗凝管中另取２ｍＬＬ抗凝血待测，其余管在
４℃条件下超速离心１５ｍｉｎ（转速３０００ｒ／ｍｉｎ），分
别留取血清和血浆样品冻存在 －２０℃和 －８０℃冰
箱待测。

１６　待检的理化指标　１）血常规指标；２）肝、肾功
能、脂类代谢指标、电解质指标；３）甲状腺功能；４）
心肌酶谱指标；５）特异性标志物 ＨＳＥＣＲＰ、Ｃ３、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６）超声心动和心电图指标等共计６９
项指标。

１７　数据挖掘和建模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中神
经网络多层感知器（ＭＬＰ）程序对筛选出的 ＣＨＦ血
瘀证相关的理化指标进行模型构建。

１８　质量控制　课题组对所有参与研究的医师进
行了统一培训并考核，全程进行质量控制，并开展了

小范围的预调查以帮助医师形成较好的一致性。在

此基础上，每位患者的中医辨证工作由副主任医师

以上职称、临床工作经验５年以上的３名医生独立
完成。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或非参数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应用二值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进行二值变量多因素分析，方法选用向后逐

步法（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Ｗａｌｄ），变量进入回归模型的检验水
准为００５，剔除水准为０１０，进一步筛选指标用于
特征模式的构建。

２　结果
２１　观察组理化指标 ｔ检验结果　１）血常规指标
中 淋 巴 细 胞 （ＬＹＭＰＨ）、淋 巴 细 胞 比 率

（ＬＹＭＰＨ１％）、红细胞压积（ＨＣＴ）降低，而血小板分
布宽度（ＰＤＷ）升高；２）肝肾功、电解质指标中氯
（ＣＬ）降低；３）甲状腺激素水平指标中三碘甲状原氨

·３２１２·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８年９月第１３卷第９期



表１　血瘀证患者理化指标ｔ检验结果（珋ｘ±ｓ）

分组 ＬＹＭＰＨ（％） ＬＹＭＰＨ１（１０９／Ｌ） ＨＣＴ（％） ＰＤＷ（％） ＣＬ（ｍｍｏｌ／Ｌ） Ｃ３（ｇ／Ｌ） ＴＴ３（ｎｇ／ｍＬ） ＭＲＳＥ（ｍ／ｓ） ＬＶＰＷＤ（ＭＭ）

观察组 ２０８３±６４８ １１８±０３６ １４３２±１９４９ ４２８６±２０１９ １０２０２±４４１ ０９５±０２４ １１６±０７３ ２０３８±１１６１ ３８９±４３６

对照组 ２４６６±８３９ １４６±０５１ ２５０５±１９５３ ３０９９±１９１２ １０３９１±４０２ ０８４±０１８ １２０±０４１ １５５８±１０６１ ６６８±４４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血瘀证患者理化指标回归分析结果

序号 指标信息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Ｓｉｇ Ｅｘｐ（Ｂ） ９５％ ＣＩｆｏｒＥＸＰ（Ｂ）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１ ＮＥＵＴ ０１５９ ００５０ １０３３７ ０００１ １１７３ １０６４ １２９２
２ ＮＥＵＴＬ ０７０８ ０２９６ ５７３３ ００１７ ０４９３ ０２７６ ０８７９
３ ＭＯＮＯ ０３１９ ０１４８ ４６３７ ００３１ １３７５ １０２９ １８３８
４ ＰＬＴ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 ６０８４ ００１４ １０１３ １００３ １０２３
５ ＨＣＴ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５ ６６４３ ００１０ ０９６３ ０９３５ ０９９１
６ ＣＬ －０８２６ ０２４５ １１３２６ ０００１ ０４３８ ０２７１ ０７０８
７ ＮＡ ０５４６ ０２１ ６７４８ ０００９ １７２６ １１４３ ２６０６
８ ＭＧ １５９８ ５４３５ ８６４４ ０００３ ８７１ ２０５８ ３６８８
９ Ｃｒ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４ ４２１５ ００４ ０９７１ ０９４４ ０９９９
１０ Ｃ３ ９６２６ ４０７５ ５５８１ ００１８ ０６２９ ４１５６ ４４５８
１１ ＡＬＰ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５ ３８９９ ００４８ １０５ １ １１０２
１２ ＡＤＡ ０４０５ ０１７４ ５４２９ ００２ １５ １０６６ ２１０９
１３ ＴＰ －０３３８ ０１３１ ６６３８ ００１ ０７１３ ０５５１ ０９２２
１４ ＴＴ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４ １０４７８ ０００１ ０９８６ ０９７８ ０９９４
１５ ＬＶＰＷＤ －０１５９ ００５２ ９２５４ ０００２ ０８５３ ０７７０ ０９４５

图１　ＣＨＦ血瘀证神经网络模型

酸总Ｔ３（ＴＴ３）降低；４）免疫指标中补体Ｃ３升高；５）
心电图和心动超声指标中左室后壁厚度（ＬＶＰＷＤ）
降低，二尖瓣口舒张早期血流峰值（ＭＲＳＥ）升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血瘀证患者理化指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以理化指标信息为自变量，血
瘀证为因变量，共筛选出１５项指标与 ＣＨＦ血瘀证
相关。血常规指标中中性粒细胞（ＮＥＵＴ）、中性粒

细胞比率（ＮＥＵＴＬ）、单核细胞（ＭＯＮＯ）、血小板
（ＰＬＴ）、ＨＣＴ，电解质指标中钠（ＮＡ）、氯（ＣＬ）、镁
（ＭＧ），肝肾功指标中肌酸（Ｃｒ）、Ｃ３、碱性磷酸酶
（ＡＬＰ）、腺苷酸氨酶（ＡＤＡ）、总蛋白（ＴＰ），甲状腺激
素水平指标中ＴＴ３，心动超声指标中ＬＶＰＷＤ等进入
模型。见表２。

图２　血瘀证模型理化指标相关性分析

２３　血瘀证患者理化指标神经网络建模结果　整
合上述与血瘀证相关的２０项指标，进行神经网络多
层感知器（ＭＬＰ）建模分析，反复验证达到较为稳定
的状态，训练样本的准确率为７５４％，测试样本的
准确率为８２４％，如图１所示。进一步分析构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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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各指标与血瘀证的相关性，与血瘀证的相关性

依次为ＴＰ、ＮＥＵＴＬ、ＭＯＮＯ等。见图２。
３　讨论

ＣＨＦ为多种心脏功能或器质性疾病导致心室
受损泵血或充盈功能低下，进而发展为以呼吸困难、

乏力和体液潴留为主要症状的临床综合征，心室重

构和神经内分泌系统过度激活等复杂机制参与其

中［８］。临床实践证明中医药干预ＣＨＦ疗效确切，尤
其在改善患者生命质量、减少中西药用药不良反应

等方面显示出巨大优势。同时，对于ＣＨＦ中医证候
的研究一直以来备受关注、表征组学、生物信息学等

相关学科的应用也揭示了证候不仅是疾病过程中病

因病机的综合反映，其生物学指标间相互作用、相互

影响的动态变化信息，必然能够将证候生物学基础

更加全面、真实的呈现出来。目前，血瘀证作为

ＣＨＦ的重要证候之一，其生物学研究结果表明心脏
功能及结构受损、心脏电生理变化、神经内分泌系统

紊乱及炎性反应等环节作用其中，随证候演变和进

展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９］。因此，本研究在联合运

用ｔ检验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法寻找与 ＣＨＦ血瘀证患
者密切相关的理化指标群的基础上，用神经网络

ＭＬＰ方法构建血瘀证的诊断模型，进一步探讨与
ＣＨＦ血瘀证相关的理化指标群的生物学意义。

中医学认为，心主神明，为君主之官，心力衰竭

是由于心病日久影响到全身的气血阴阳及其他脏器

功能，出现的脏腑功能衰竭。研究结果显示血瘀证

患者炎性改变依然是 ＣＨＦ血瘀证患者重要的生物
学基础之一。ＶａｌＨｅＦＴ前期的研究［１０１１］也表明，升

高的中性粒细胞计数和降低的淋巴细胞计数与

ＣＨＦ病变程度有关，晚期更为明显。血瘀证患者与
健康者血常规指标的比较分析研究［１２］显示平均红

细胞体积、红细胞体积分配宽度、平均血小板体积及

血小板体积分配宽度四项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且联合检测阳性率高，可用于血瘀证的筛选与诊断。

本研究中的ＰＤＷ在血瘀证患者中显示出较高的诊
断意义，ＰＬＴ指标的变化也反映了 ＣＨＦ血瘀证患者
依然存在血小板功能障碍及血液流变学的改变。此

外，酶谱和总蛋白的变化反映出血瘀证患者体内存

在肝功损伤的倾向；肌酐水平升高反映了肾功能受

损的趋势，而ＣＬ、ＮＡ、ＭＧ等多种电解质紊乱和补体
功能失调也是血瘀证患者生物学变化之一。ＣＨＦ
血瘀证患者中出现甲状腺功能下降的机制尚未明

确。有报道称其可能为患者体内神经内分泌激素激

活，导致Ｔ４转化为Ｔ３减少；应激缺氧及心肌损害使

组织利用Ｔ３增加；组织缺氧使外周 Ｔ４脱碘途径发
生改变，由５′位脱碘转化为５位脱碘，导致无活性
的ｒＴ３生成增加等［１３］。ＣＨＦ患者较常出现组织缺
氧、胃肠瘀血、进食少，营养物质匮乏等都会引起

ＣＨＦ患者甲状腺激素合成与代谢发生障碍［１４］。超

声心动主要根据二尖瓣口血流参数来评估左室舒张

功能，其中Ａ峰／Ｅ峰（Ａ／Ｅ）可作为 ＣＨＦ不同中医
辨证分型的重要依据［１５］。本研究中 ＣＨＦ患者超声
心动数据中Ａ峰、Ｅ峰以及左室后壁厚度的变化表
明ＣＨＦ血瘀证患者大多伴有左室舒张功能的障碍。

在方法学方面，神经网络作为常用的非线性的

数据建模工具被广泛的应用与复杂模型构建中，通

过神经元节点之间的连接赋予权重，并在训练算法

迭代过程中不断调整，降低误差并提升预测精

度［１６］。其中多层感知器（ＭＬＰ）模型采用前馈结构
将数据拆分成训练集、测试集、验证集，有助于发现

复杂关系［１７］。训练集用来预估网络参数，测试集可

以防止过度训练，验证样本用来评估最终网络。当

因变量是连续型数据时，神经网络的预测的连续值

为输入数据的连续函数；当因变量是分类型数据时，

神经网络将会根据数据将记录划分为最适合的类

别，因此在处理中医复杂数据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研究表明神经网络方法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的变量独立
性的假设不满足时，优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１８］。因此，本

研究在运用ｔ检验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后，进一步对
与ＣＨＦ血瘀证相关的理化指标群进行了神经网络
的建模处理，在测试集和预测样本中都得到了较高

的准确率。

中医证候数据之间往往交相关联，知识集约程

度高，信息量巨大，因此在证候的生物学信息挖掘过

程中，需要多种方法互参互证才能更好地揭示证候

本质。本研究的临床数据以ＣＨＦ血瘀证患者为例，
来源相对单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证候是

疾病某一阶段各层面生物学信息的综合概括。同

时，研究也揭示了ＣＨＦ血瘀证的诊断和判定并不仅
局限于血液流变学的异常，可能是神经内分泌因素、

炎性反应因素等体内多系统相互影响的结果。在今

后研究中，将纳入更广泛的病例，进一步获得更为精

准的结论，为 ＣＨＦ的中医药防治提供更多参考依
据。

参考文献

［１］ＭｃａｌｉｓｔｅｒＦＡ，ＳｔｅｗａｒｔＳ，ＦｅｒｒｕａＳ，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ｆｏｒ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Ｊ］．ＪＡｍＣｏｌｌ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４，

·５２１２·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８年９月第１３卷第９期



４４（４）：８１０８１９．

［２］付长庚，高铸烨，杨巧宁，等．冠心病血瘀证病证结合诊断标准的

系统研究［Ｊ］．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８，１６（３）：２５７

２６０．

［３］李媛．冠心病慢性心功能不全患者心脏舒缩功能与中医证候相

关性研究［Ｄ］．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２００９：６７８２．

［４］蒋跃绒，谢元华，张京春，等．陈可冀治疗心血管疾病血瘀证用药

规律数据挖掘［Ｊ］．中医杂志，２０１５，５６（５）：３７６３８０．

［５］邱德有，吴小红，黄璐琦．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对中医药发展的影

响［Ｊ］．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２００１，３（２）：１２１６．

［６］王颖纯，白丽娜．基于 ＢＰ神经网络的中医脉诊体质类型判定

［Ｊ］．中医杂志，２０１４，５５（１５）：１２８８１２９１．

［７］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活血化瘀研究委员会．血瘀证诊断标准

［Ｊ］．中西医结合杂志，１９８７，７（３）：１２９．

［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中

西医结合医师分会心血管病学专家委员．慢性心力衰竭中西医结

合诊疗专家共识［Ｊ］．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６，３６（２）：１３３

１４１．

［９］王科，张弘，李曦．益气活血汤对气虚血瘀型心衰患者中医证候

及生活质量的影响［Ｊ］．陕西中医，２０１８，３９（１）：３２３４．

［１０］ＡｎａｎｄＲ，ＬａｔｉｎｉＲ，ＭａｓｓｏｎＳ，ｅｔａｌ．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

ｕｒｅ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Ｖａｌｓａｒｔａｎ［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１１２

（１０）：１４２８１４３４．
［１１］ＡｎａｎｄＳ，ＹｅｎＪ，ＦｌｒｅａＶＧ，ｅｔａｌ．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ｏｆｎｅｕｔｒｏｎｐｈｉｌａｎｄｌｙｍ

Ｐｈｏｅｙｔｅｅｏｕｎｔｓｉｎ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ＶａｌＨｅＦ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ｎ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５３ｒｄＡｎｎｕａｌＳｅｉｅｎ
ｔｉｆｉｅＳｅｓｓｉｏｎ［Ｍ］．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２００４：１１６３１２１１．

［１２］张道杰．Ｆ８００血液分析仪对血瘀证的诊断价值［Ｊ］．山东中医
学院学报，１９９５，１９（５）：３２５３２６．

［１３］刘正兴，王青．低 Ｔ３综合症与充血性心力衰竭［Ｊ］．疑难病杂
志，２００２，１（１）：５４６５．

［１４］ＣｈｅｎＰＵ，ＨｅＳＨ，ＷａｎｇＬＨ，ｅｔ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ｙｒｏｘｉｎｅａｎｄ
ｐｒｉｍ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ｖｅ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ＣｈｉｎＪ
ＥｍｅｒｇＭｅｄ，２００３（１２）：１９１１９２．

［１５］周杰，高晓玲，张宝州．充血性心力衰竭中医辨证分型与心功能
参数及甲状腺激素相关性的临床研究［Ｊ］．中国中西医结合杂
志，２００４，２４（１０），８７２８７４．

［１６］刘旺华，洪净，李花，等．人工神经网络在中医诊断信息化中的
应用［Ｊ］．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３７（７）：８０９８１２．

［１７］赵铁牛，于春泉，王惠君，等．人工神经网络在中医证候学中的
应用初探［Ｊ］．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４，２９（３）：８３１８３３．

［１８］ＦｌｅｉｓｓＬＪ，ＬｅｖｉｎＢ，ＰａｉｋＭＣ．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ＲａｔｅｓａｎｄＰｒｏ
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Ｍ］．３ｒｄｅｄ．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Ｉｎｃ．，ＮＪ，ＵＳＡ：２００３．

（２０１８－０６－２９收稿　责任编辑：张文婷）

（上接第２１２１页）
［１２］ＣｏｎｒａｄＣ，ＮｉｅｓｓＨ，ＪａｕｃｈＫＷ，ｅｔａｌ．Ｏｖｅｒｔｕｒｅｆｏｒｇｒｏｗｔｈｈｏｒｍｏｎ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Ｊ］．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Ｍｅｄ，２００７，３５（１２）：２８５８

２８５９．

［１３］陈贵玲．音乐治疗的发展取向与原理［Ｊ］．实用医药杂志，２２０６，

２３（８）：９９１９９３．

［１４］于兰，吕秋禄．音乐放松辅助治疗对高血压患者自主神经平衡

状态的影响［Ｊ］．中国临床康复，２００１，６（１５）：２２４７．

［１５］ＣｏｎｒａｄＣ，ＮｉｅｓｓＨ，ＪａｕｃｈＫＷ，ｅｔａｌ．Ｏｖｅｒｔｕｒｅｆｏｒｇｒｏｗｔｈｈｏｒｍｏｎｅ：

ｒｅｑｕｉｅｍ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Ｊ］．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Ｍｅｄ，２００７，３５（１２）：２８５８—

２８５９．

［１６］ＳａｌａｍｏｎＥ，ＢｅｒｎｅｓｔｅｉｎＳＲ，ＫｉｍＳＡ，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ｎｄｉｔｏｒｙ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ｕｓｉｃａｌ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ｎｘｉｅｔｙｉｎｎａｉｖｅｈｕｍａｎｓｕｂ

ｊｅｃｔｓ［Ｊ］．ＭｅｄｓｃｉＭｏｎｉｔ，２００３，９：３９６３９９．

［１７］ＶｏｎＡｌｌｍｅｎＧ，ＥｓｃｈｅｒＨ，ＷａｓｅｍＣｈ，ｅｔａｌ．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ｉｍｉｎｇｏｆ

ｍｕｓ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ｆ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Ｐｒａｘｉｓ，２００４，

９３（３４）：１３４７１３５０．

［１８］ＶｏｌｌｅｒｔＪＯ，ＳｒｏｒｋＴ，ＲｏｓｅＭ，ｅｔａｌ．Ｍｕｓｉｃａｓ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ｃｏｒ

ｏｎａｒｙ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ｍｕｓｉｃｌｏｗｅｒｓ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ｂｅｔａ

ｅｎｄｏｒｐｈｉ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ａ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ｓｐｏｒｔｇｒｏｕｐ

［Ｊ］．ＤｔａｃｈＭｅｄＷｏｃｈｅｎｓｃｈｒ，２００３，１２８（５１５２）：２７１２２７１６．

［１９］ＫｕｍａｒＡＭ，ＴｉｍｓＦ，ＣｒｕｅｓｓＤＧ，ｅｔａｌ．ｍｕｓ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ｓｅｒｕｍ

ｍｅｌａｔｏｎｉｎ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Ａｌｔｅｒｎ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Ｍｅｄ，１９９９，５（６）：４９５７．

［２０］ＭｉｌｌｅｒＭ，ＭａｎｇａｎｏＣＣ，ＢｅａｃｈＶ，ｅｔａｌ．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ｊｏｙｆｕｌ

ａｎｄａｎｘｉｅｔｙｐｒｏｖｏｋｉｎｇｍｕｓｉｃｏｎ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ｖａｓｏ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Ｊ］．Ｐｓｙ

ｃｈｏｓｏｍＭｅｄ，２０１０，７２（４）：３５４３５６．

［２１］王顺铨，陈晓华，王威．情绪对高血压病的影响［Ｊ］．中国康复，

２００３，１８（６）：３７１３７１．

［２２］李凤兰，刘莹，姜雅玲．高血压患者心理分型及个性化护理［Ｊ］．

黑龙江医药，２００９，３２（３）：４１６４１７．

［２３］郭克锋，苏景宽，王秉康，等．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情绪状态与心

理干预的效果分析［Ｊ］．中国临床康复，２００３，７（２４）：３３３４３３３６．

［２４］ＴｅｎｇＸＦ，ＷｏｎｇＭＹＭ，ＺｈａｎｇＹＴ，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ｕｓｉｃｏｎ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

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ＩＥＥＥＥｎｇｎＭｅｄ＆ＢｉｏｌＳｏｃ，２００１，２５：４６４９４６５１．

［２５］王跃萍，刘彩玲．个性化音乐疗法对心血管疾病患者康复的影

响［Ｊ］．国际护理学杂志，２００９，２８（７）：８８４８８６．

［２６］ＨｉｔｓｃｈＡＴ．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ｔ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ｅｎ

ｄｏｔｈｅｌｉｕｍｔｏ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ｖｅｎｔｓ”［Ｊ］．ＪＡｍＣｏｉｌ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３，４２（２）：

３７７３７９．

［２７］陈务贤，郑梅，李宏，等．心理行为干预对老年高血压病患者生

理与心理状态的影响［Ｊ］．护士进修杂志，２００６，２１（１１）：１０３５

１０３６．

［２８］ＫｈａｌｆａＳ，ＢｅｌｌａＳＤ，ＲｏｙＭ，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ｅｌａｘｉｎｇｍｕｓｉｃｏｎｓａｌｉ

ｖａｒｙｃｏｒｔｉｓｏｌｌｅｖｅｌａｆｔｅ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３，９９９：３７４３７６．

（２０１８－０７－３１收稿　责任编辑：徐颖）

·６２１２·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Ｖｏｌ．１３，Ｎｏ．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