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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心氏片治疗双心疾病的组方理论探析

段婷婷　李宝锋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济南，２５０３５５）

摘要　中医认为“心主血脉”“心主神明”，强调“血脉之心”与“神明之心”双心一体，生理相依，病理互损，主张“双心同
治”。双心疾病的主要病机为“气虚血瘀”，养心氏片通过益气活血、化瘀止痛，除烦解郁安神来改善心肌供血，缓解患者

的临床症状，同时稳定情绪，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达到双心和谐的目的，适用于冠心病双心治疗。文章结合现代研

究进展通过对养心氏的组方特色进行探析，为双心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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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心病全称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
由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心肌缺血或缺氧所引起的一

种常见心血管疾病。随着中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

会，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也在不断增加，冠心病是

威胁老年人健康的主要疾病。随着传统医学模式向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社会心理因素在
疾病发生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冠心病

合并焦抑郁发病率高、危害严重这一严峻现状，胡大

一等心血管专家提出了“双心医学”的概念，指出在

治疗冠心病患者的同时，应该关注患者的精神心理

状态，对合并焦虑的患者应进行抗焦虑治疗［１］。心

血管疾病和心理问题已成为我国最严重的健康问

题。精神心理疾病和心血管疾病二者互为因果、相

互作用，使越来越多的“双心疾病”患者病情加

重［２］。

１　中医学对双心医学的认识
１１　中医双心学说的理论依据　中医“双心学说”
立论于《黄帝内经》，“双心医学”引入到中医基本理

论中，从中医的角度去理解“双心”，即为心主血脉

和心主神明的两大生理功能。强调“血脉之心”与

“神明之心”双心一体，病理互损，心主血脉受损则

致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心主神明失调则致精神心理

障碍，而两者并存正与双心疾病相吻合。

中医学认为冠心病归属于中医学中的“真心

痛”“胸痹”“心悸”“怔忡”等范畴。其病位在心，致

病与心、脾、肾亏虚，心气不足，气血运行不畅，脉络

不通有关。其基本病机为心脉痹阻，焦虑抑郁归属

于“郁病”范畴。“胸痹”合并“郁病”，为典型的“双

心疾病”，患者“因病致郁，因郁致病”。中医心的生

理功能为“心主血脉”和“心主神明”，心主血脉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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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神明功能失调是胸痹和郁病发生并相互转化的机

制，“血脉之心”和“神明之心”病理互损，双心为病。

血脉失主，则神明无依，情志内郁，引发郁病，此为胸

痹导致郁病发生的病理过程［３］。《素问·灵兰秘典

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统帅人体生

命活动和主宰意识、思维等精神活动。所以冠心病

患者不仅有气血运行的病理变化，还会出现精神神

志方面的异常变现，如焦虑抑郁，失眠多梦，痴呆等，

我们称之为“双心病”，严重影响患者生命质量和

预后。

《灵枢·脉经》言：“手少阴气绝则脉不通，脉不

通则血不流”。《素问·脉要精微论》谓：“脉者，血

之府也，细则气少，涩则心痛”。心气充沛，气血调

和，才能保证心脏正常的生理功能。若心气亏虚，则

血行无力，乃致血停成瘀［４］。强调了胸痹心痛的病

机关键在于气虚血瘀，病位在心。有研究对冠心病

患者进行证候要素统计分析，发现气虚、血瘀是冠心

病的基本证候要素，气虚血瘀是证候的主要组合形

式［５］。气虚血瘀作为冠心病基本的病机，其演变是

多因素多方面的。气为血之帅，气有所病，必及于

血，气虚则运行无力，血必因之而瘀阻［６］。心脉瘀

阻，心神失养，不通则痛，不荣亦痛，故作心痹。气虚

导致血瘀，血瘀亦会加重气虚，二者相互作用，形成

本虚标实的病理机制。

１２　现代医家对双心疾病的认识和临床研究　现
代医家也认识到心主血脉和心主神明功能异常与冠

心病合并焦虑关系密切。王超等［３］强调“血脉之

心”与“神明之心”双心一体，生理相依，病理互损，

主张“双心同治”，运用祛瘀法治“血脉之心”，调神

法治“神明之心”，发现改善心肌缺血可以促进患者

焦虑的缓解，改善患者的焦虑又可反作用于心血管。

古语有云“心为神之宅，神为心之用”，体现“形

神合一”的思想，说明焦虑症、抑郁症是冠心病病理

生理进展中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其贯穿于疾病治

疗、康复和预防的整个过程，同时增加冠心病患者的

死亡风险［７］。李梦
%

等［８］提出“双心”疾病的根本

病机为虚气留滞，并运用培元通滞法治疗，药用人

参、黄芪、白术等培元益气固本，临床疗效良好。张

艳等［９］运用益心宁神片（人参、灵芝、五味子、藤合

欢）治疗冠心病伴焦虑症，其功可益气养血、疏肝解

郁，疗效确切。活血常用药物有川芎、桃仁、红花、丹

参、水蛭、地龙等。研究证实，多数活血药具有降低

血液黏稠度、抗血小板聚集及降脂等作用，对于冠心

病治疗收效颇丰。临床应用心可舒片（黄芪、党参、

丹参、葛根、地黄、当归、延胡索、灵芝等）可明显改善

冠心病患者的临床症状，并且能较好地控制焦虑情

绪，功在其可扶正固本、益气活血，实现心脏和心理

双方面调节［１０］。

２　现代医学对双心疾病的认识
双心医学又称为心理心脏病学或精神心脏病

学，是心身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研究社会心理

应激因素和心血管系统之间的深层联系，及探索控

制这些社会心理应激因素的方法，从而影响心血管

疾病的转归［１１］。而具有类似与不良情绪、心境相关

的心血管躯体症状，伴有或不伴有器质性心血管疾

病的情况则被称为“双心疾病”［１２］。

随着社会老龄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居民不健

康生活方式流行，我国心血管病发病率及死亡率不

断增长。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报道，目前我国心血

管病患者人数约为２９亿，心血管病死亡占城乡居
民总死亡原因的首位。随着社会心理压力日益增
大，全球患有各种精神心理疾病的患者至少有５亿
人，约为人口总数的１０％，我国也有相似的发病率。
由此可见，心血管疾病和心理问题已成为我国最严

重的健康问题。

精神心理疾病和心血管疾病二者互为因果、相

互作用，使越来越多的“双心疾病”患者病情加

重［２］，我国大型综合医院心内科门诊患者中，抑郁和

焦虑障碍的患病率较高，抑郁和（或）焦虑障碍的现

患病率和终生患病率达１４３７％和１７００％［１３］大量

研究表明，心血管疾病与抑郁、焦虑症等心理疾患有

密切关系，心血管疾病患者抑郁、焦虑症的发病率明

显高于正常人群，生命质量明显降低，故合并心理疾

患已经成为心血管领域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

题［１４１６］。《双心医学》中［１７］探讨了冠心病患者确诊

后、手术后心绞痛伴随焦虑、抑郁的发生率均显著增

加。有研究发现［１８］冠心病与精神情绪障碍有双向

关系，且两者会相互作用而影响预后。王超［１９］发现

改善心肌缺血可以促进患者焦虑的缓解，改善患者

的焦虑又可反作用于心血管。李志尚［２０］发现焦虑

可能通过诱发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而诱发或加重心绞

痛。国内外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冠心病人群中焦

虑的发生率高于正常人［２１］，其原因可能与冠心病应

激导致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异常，使交感神

经系统过度激活进而引发代谢紊乱相关［２２］。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是由血小板、白细胞共同介导的内皮

功能受损的炎性反应过程，而精神心理患者血小板

活性增加，与白细胞相互作用则加重内皮的损伤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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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仅容易触发心血管事件，而且增加心血管疾病

的死亡风险［２３］。

３　养心氏片的组方运用机理
养心氏片是一种中药复方制剂，源于著名老中

医周次清的临床经验方，是在中医“益气扶正、活血

止痛”的治疗原则指导下组方，通过现代工艺加工制

成的中成药，包含人参、黄芪、丹参、醋延胡索、山楂、

党参、灵芝、葛根、当归、淫羊藿、地黄、黄连、炙甘草

共１３味中药成分［２４］具有益气活血，化瘀止痛的功

效，用于气虚血瘀所致的胸痹，症见心悸气短、胸闷

乏力、心前区刺痛，烦躁失眠多梦；冠心病心绞痛见

于上述证候者。养心氏片通过恢复心主血、心主脉、

心藏神功能治疗冠心病的作用特点，总结提炼出了

治疗胸痹心痛“以补为养”“以通为养”“以安为养”

的“养心理论”的学术思想，是“养心理论”的代表中

成药制剂。充分体现了以安为养、安神养心的治疗

原则。养心氏片通过益气活血，化瘀止痛，除烦解郁

安心神来改善心肌供血、缓解临床症状，同时稳定情

绪，适用于冠心病双心治疗［２５］。方中黄芪、人参为

君药，两药合用，补益心脾，益气生血，气助血行，血

养气运，从而达到推动血运，行滞化瘀，通脉止痛的

目的。且人参能安神定智，宁心止悸。体现“养心理

论”胸痹心痛从虚论治，以补为养的组方特色。丹

参、延胡索、山楂，三药合用为臣药，共同辅助君药增

强活血祛瘀，化浊降脂，通脉止痛之功，且能辅助君

药增强清心开郁，养心安神之效，共为臣药。体现了

“养心理论”胸痹心痛从瘀论治，以通为养的组方特

色。党参、灵芝、葛根、当归，四药合用，共同增强君

药健脾益气，养血生津，化瘀通脉，安神定悸的作用，

共为臣药。体现“养心理论”胸痹心痛从心论治，以

补为养的组方特色。淫羊藿，辛、甘、温。归肾、肝

经，温阳化气，滋养精血，补肾气，养心气，通血脉。

地黄，甘、苦，寒归心、肝、肾经。补肾滋阴，养血通

脉。黄连，苦，性寒，归心、脾、胃、肝、胆、大肠经。清

心泻肝，宁心止悸。三药相合，共同佐助君药增强滋

阴养血，养心安神之效，共为佐药。黄连与淫羊藿、

地黄合用可起到增强滋阴降火，交通心肾，安神定悸

之用，黄连与延胡索，丹参合同可起到增强清心火，

泻肝火，解郁安神之效，且黄连药性寒凉，尚可佐制

方中诸药燥烈伤阴之弊，体现胸痹心痛，身心同治，

以安为养，形神并调的组方特色。甘草，甘、平。归

心、肺、脾、胃经，益气通脉，缓急止痛，调和诸药为方

中使药。

以上诸药合用，通过补益心气、心血、心阴、心

阳，达到以补为养，治病求本之功。通过活血化瘀，

化浊降脂，行气止痛以缓解胸痹心痛，达到以通为

养，急则治标，标本兼顾的目的。通过调补心脾，交

通心肾，疏肝解郁，身心同治，达到以安为养，形神并

调的目的。

４　现代药理研究
现代临床研究表明［２６］，养心氏片具有减轻心脏

负荷，增加冠脉血流量，抗心肌缺血，延长耐缺氧时

间及一定程度降低血压、血脂等作用，对冠心病、心

绞痛有很好的疗效，尤其对气虚血瘀型心绞痛、心肌

梗死更有效。同时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２７］，其所含

多种成分具有强心，增加冠脉血流量，改善心肌缺

血，降血黏度，降血脂等作用。药理研究表明［２８］，养

心氏片能降低血中 ＥＴ和 ＣＲＰ水平，提高 ＮＯ水平，
有效改善动脉硬化，降低血液黏稠度，抗血小板凝

集，改变心肌供血，进而缓解心绞痛发作，临床用于

冠心病心绞痛有较好的疗效。也有研究认为［２９］养

心氏片通过改变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增加血
清和海马中 ５ＨＴ、去甲肾上腺素（ＮＡ）、多巴胺
（ＤＡ）的含有量，或通过改变抑郁动物代谢紊乱而改
善抑郁症。养心氏片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伴抑郁研究

显示［３０］，常规药物治疗加用养心氏片，在心绞痛治

疗总有效率以及改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上，均

有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达到“双心（心脏和心理）

疾病”的治疗与调养的效果。养心氏片治疗冠心病

心绞痛伴焦虑研究结果显示［３１］：养心氏片治疗冠心

病心绞痛伴焦虑研究结果显示：常规药物治疗加用

养心氏片，在预防心血管事件以及改善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评分上，均有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处方药

物现代药理研究表明［３２］：灵芝有强心、降压、降血脂

作用；黄芪有抗血小板聚集作用；党参有抑制血小板

聚集作用，它和黄芪都具有降低血液黏度，改善血液

流变学；淫羊藿和当归有抑制血小板聚集作用，另外

当归还可显著抑制血清胆固醇水平升高；当归因其

具有养血滋阴，活血化瘀，润肠通便的功效被广泛用

于抑郁症的治疗，其物质基础多认为是当归多糖、阿

魏酸钠［３３］。葛根有降低血黏度、改善微循环作用；

丹参有抗凝、降脂和扩血管作用；山楂有抑制胆固醇

合成作用。养心氏片就是依据上述药理作用，达到

解除血管平滑肌痉挛，扩张血管，加快血流速度，改

善血液循环，增加组织供血、供氧目的，从而改善心

脑血管疾病的症状。陶震等［３４］通过动物实验发现

人参总皂苷在小鼠行为绝望模型中可起到抗抑郁作

用，甘草有去氧皮质酮样作用，动物实验中其可使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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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钠排出减少，模拟肾上腺皮质激素，降低体内肾上

腺皮质激素作用，减轻抑郁。养心氏片能抑制巨噬

细胞吞噬脂质，干扰泡沫细胞的形成，抑制活化的巨

噬细胞分泌 ＭＩＦ和 ＭＣＰ１，促进巨噬细胞由 Ｍ１型
向Ｍ２型转变，发挥稳定斑块、抑制炎性反应、抗动
脉粥样硬化的作用［３５］。研究显示［３６］：当归水提物

具有抗抑郁活性，其抗抑郁的机制可能与其提高海

马组织中单胺类神经递质和神经营养因子的含量

有关。

综上所述，养心氏既可以改善冠心病患者的心

肌缺血症状，又同时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适合

冠心病双心疾病的治疗。养心氏片可以多成分、多

靶点、多途径发挥临床疗效，临床疗效显著，提高了

患者的生命质量，为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病提供

了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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