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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补气活血法治疗冠心病对临床症状、心肌缺血的改善作用
石菊芳   （溆浦县人民医院  湖南怀化  419300）

摘要：目的　研究分析中医补气活血法治疗冠心病对临床症状、心肌缺血的改善作用。方法　选择本院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内

接受的 100 例冠心病患者为本次的主要研究对象，随机将 100 例患者分成 A 组和 B 组，A 组患者实施西药治疗方案，B 组患者实施中医补气活

血法治疗。结果　A 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6.0%，B 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82.0%，研究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中医补气

活血法治疗冠心病的疗效较好，能快速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其心肌缺血，值得在临床上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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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一种心肌病变和功能性障碍疾病，其

发病主要因素是人体的心脏供血不足，冠状动脉狭窄，冠心病的主要

发病基础是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的发病机制相对比较复杂，发病人

群中老年人居多。老年人自身机体逐渐衰退，在患病期间极易引发其

他基础疾病，老年人的免疫力和年轻人相比较低，因此，老年冠心病

患者的临床死亡率比较高。[1] 冠心病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

还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中医治疗冠心病主要通过补气和活血双

管齐下治疗。以下就对本院 100 例冠心病患者进行中医补气活血治疗

的效果进行研究分析，现将研究过程具体阐述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内接受的 100 例冠心病患

者为本次的主要研究对象，随机将 100 例患者分成 A 组和 B 组，A/B

两组各例。A 组患者中有 33 例男性患者，17 例女性患者；A 组患者的

年龄范围在 60-87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大约在（70.8±5.1）岁；A 组

患者的病程均在 1.5-16.0 年之间，平均病程大约为（8.9±0.9）年。

B 组患者中有 32 例男性患者，18 例女性患者；B 组患者的年龄范围在

61-89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大约在（71.2±4.8）岁；B 组患者的病程

均在 1.0-16.0 年之间，平均病程大约为（8.5±0.7）年。100 例研究

患者的入选标准：100 例患者全部确诊为冠心病，患者的发病时间全

部大于 1 年，100 例患者均未合并其他器官及系统器质性病变，患者

家属全部知晓本次研究内容。通过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发现资

料比较无显著差异，P＞ 0.05。

1.2 方法

100 例患者全部实施医院常规的生命体征监测，护理人员叮嘱患

者健康饮食，不可食刺激性食物，并为 100 例患者创造干净、舒适的

居住环境。A 组 50 例患者实施西药治疗，一般使用钙通道阻滞剂、硝

酸酯、拜阿司匹灵和他汀类西药，并将舒血宁 15mL 加入到 100mL 的

生理盐水中，对患者实施静脉滴注。B组患者实施中医补气活血法治疗，

治疗方剂组成包括以下几种：黄芪 30g，丹参 20g，当归 15g，党参、

红花、瓜萎、桃仁、枳实和川芎各10g。[2]如果患者为阳虚冠心病患者，

则在方剂中加入附子和肉桂熬制服用治疗；如果为痰浊冠心病患者，

则在方剂中加入半夏和胆南星；如果患者为阴虚者，则在方剂中加入

玉竹、麦冬治疗 [3]。以上各种中药全部混合后用水煎服，每天 1 剂即

可，早晚 2次服用。

1.3 疗效标准

（1）如果患者经过治疗后，其临床症状和体征全部有很大程度

的改善，心绞痛的发作次数明显减少，少于治疗前的 80% 以下，同时，

患者的静息心电图显示恢复正常，心功能改善达到 2 级以上的则视为

显效；（2）如果患者经过治疗后，其临床症状和体征全部有一定程

度上的改善，心绞痛的发作次数减少至治疗前的50%—80%之间，同时，

患者的静息心电图显示有很大的改善，心功能改善达到 1 级以上的则

视为有效；（3）如果患者治疗后，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心功能、

心绞痛发作次数等指标与治疗前没有太大变化，或者指标没有达到以

上标准，则视为无效。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数据的处理均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计数资料和

剂量资料分别用 χ2 和ｔ给与检验，用（χ±s）表示，如果Ｐ值小于

0.05，则认定研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A 组中治疗效果显效的患者比组多 6 例，治疗有效的患者比 B 组

多 1 例，治疗无效的患者比 B 组少 7 例，A 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比

B组高出 14%，具有统计学意义，P小于 0.05。（详见表 1）

表 1：A组与 B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分析 [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

A 组 n=50 24（48.0） 24（48.0） 2（4.0） 96.0

B 组 n=50 18（36.0） 23（46.0） 9（18.0） 82.0

3 结论

冠心病其实是一种本虚标实的疾病，冠心病的发病病位为心脏，

除此之外，还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冠心病的发病病位在血脉，血脉的脉

管对患者体内的血液流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体的心气可以帮助

心脏行血，从而保证机体自身血液的正常运行，并保证营养物质可以

及时的输送到人体的其他脏腑器官中，维持患者的生命。黄芪补气，

红花活血，丹参化瘀。黄芪不仅可以补气，同时还可以提高人体的免

疫能力和新陈代谢功能，有效改善患者的心脏功能。丹参的作用为提

高患者体内的血流速度，同时有助于心脏收缩，不仅不会加重患者生

病心脏的耗氧量，还可以帮助心脏扩张外周血管。红花中有一种特殊

的水溶性物质，即红花黄色素，这种物质不仅可以促进心肌营养性血

流流量，与此同时还可以改善患者的冠状动脉血流量 [4]。

综上所述，对本院 100 例患者分别实施不同的治疗方法，患者的

治疗效果差异显著，中医补气活血法治疗冠心病的疗效相对单纯西药

治疗效果较好，可以快速的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患者心肌缺血

情况，因此，值得今后大力推广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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