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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母、浙贝母，加川贝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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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地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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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蛤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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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蜈蚣

15

条。 张教授临证组方，因人制宜，随证加

减，故获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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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

PCI

）是指经导管通过各

种方法扩张狭窄的冠状动脉， 从而达到解除狭窄，

改善心肌血供的治疗方法

[1]

，临床用于急性冠脉综

合征的治疗，可显著改善其预后，然而

PCI

术后还

存在着可能发生不同程度的再狭窄、 心绞痛等问

题。 何立人教授（下称何师）为沪上名中医，对于

PCI

术后的论治颇有心得。 笔者有幸跟师，现总结其论

治

PCI

术后之经验如下。

1

病机特点

1.1

心、肾气阴亏虚为本 急性冠脉综合征属中医

学“胸痹”范畴，多见于中老年患者，《素问·阴阳应

象大论》云：“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 ”肾属水，中老

年阶段肾之元气逐渐虚衰，日久致阴阳失调；心属

火，水火失于相济，则心气亦虚，阴血不足。 且胸痹

病程大多迁延日久，“久病致虚”又使得元气、阴血

更趋亏耗。 何师认为

PCI

术的特点在于可直达痹阻

之血脉，短时间内恢复心脉血行，其原理与中医学

破血逐瘀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但

PCI

术及缺血后的

再灌注损伤也可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血管内皮

细胞，这又类似于过用破血法后所引起的耗气伤阴

之弊，使心、肾气阴更为亏虚，为术后瘀浊再阻塞血

管留下了隐患。

1.2

痰瘀、热毒胶阻为标 急性冠脉综合征多由于

冠脉粥样斑块破裂，血栓阻塞病变血管所致，故瘀

血阻滞为致病的重要病机。 《医林改错》云：“元气既

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 ”心肾

气虚日久，推动血行无力，致瘀血阻于心脉成病，且

中医学认为瘀血还包括离经之血，何师认为

PCI

术

后可能形成的离经之血也为术后瘀浊再阻血管的

重要因素。 《医方论》云：“多食浓厚，则痰湿俱生。 ”

本病患者多过食肥甘，且心病日久，火不生土，致脾

运受损，痰浊内蕴。 《血证论》云：“瘀血既久，亦可化

痰成水。 ”瘀血阻络影响水湿输布，又致痰浊更甚，

痰瘀胶阻，相互促生，则病势日趋严重。 何师认为

PCI

术复通血脉后， 残留于脉中的痰浊亦为再狭窄

形成的重要因素。

《灵枢·痈疽》云：“营卫稽留于经脉之中，则血

泣而不行， 不行则卫气从之而不通， 壅遏而不得

行，故热。 ”痰、瘀日久郁而化为热毒，热毒煎熬津

血又凝为痰瘀，且热毒既可灼伤脉络，又会耗伤气

摘 要 何立人教授从虚实夹杂论治

PCI

术后，认为心、肾气阴亏虚为致病之本，痰瘀、热毒胶阻为致病之标，治疗

当补益心肾气阴，化痰消瘀，清解热毒。 临证时应详辨虚实，及时调整补益药物与攻逐药物的数量，最大限度地促进

PCI

术后的恢复。 附验案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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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何师将急性冠脉综合征斑块破裂、炎症细胞浸

润等病理改变理解为中医学由热毒所导致脉络中

的“痈疮”，且

PCI

术后可能发生的炎性反应也会

加重热毒。

2

立法方药特点

何师论治疾病十分注重整体观念，他认为应当

把全身脏腑器官当作一个整体，辨证论治时充分考

虑到各脏腑间相互关系，以及各种致病因素间的相

互影响，切忌孤立地关注于病变部位，陷入“头痛医

头”的误区。 根据心系疾病致病因素庞杂，病程缠

绵，变化多端的特点，何师对于心病的治疗提出了

“治心不唯心”的观点，根据辨证全面顾及各脏腑及

病邪因素对于心病的影响， 组合运用多种治法，充

分发挥药物间相辅相成的综合作用，针对其繁杂的

病机一一解决。 而

PCI

术后的病机为虚实相互夹

杂，故治疗宜扶正祛邪兼施。

立法首先以调补心肾气阴为主，方选生脉饮合

知柏地黄丸，如阴损及阳则采用二仙汤，药物常用

熟地、山萸肉、巴戟天、仙灵脾、菟丝子、桑椹子等补

益肾元；黄芪、太子参、功劳叶、灵芝草、茯神、大狼

把草、灯心草、远志等补气养心；麦冬、玉竹、生地、

炒知母、女贞子、旱莲草、百合等养阴。 临证需结合

辨证及时调整补气及养阴药物的剂量，以免用药过

于滋腻而妨碍脾运。 何师认为脾运健旺，方能充分

发挥水谷、药物的调养及治疗作用，故常常配伍适

量的理气健脾药物，如砂仁配伍熟地，或选用佛手

花、厚朴花等理气不伤阴之品。

调补气阴同时合用化痰消瘀、 清解热毒之剂，

方选温胆汤、血府逐瘀汤、升降散等，常用瓜蒌、制

半夏、姜竹茹、白果肉、杏仁、苦参、玉米须等化痰降

浊，但过用化痰泻浊之剂，恐有耗气伤阴之弊，故宜

及时调整剂量，以免反而加重心肾气阴不足。 活血

祛瘀常用景天三七、片姜黄、生蒲黄、桃仁、红花、虎

杖、川芎、水蛭等，运用活血宜适度，以免过用反致

耗血动血。 化痰消瘀同时常配伍少量行气药物，以

加强活血泻浊之力。 常用的清解热毒药物为炒黄

芩、炒黄柏、地骨皮、水蛭、僵蚕等，应用时需注意避

免药性过于寒凉反伤脾胃。

临证处方时应详辨虚实，及时调整补益药物与

攻逐药物的数量，以期“攻而不伤正，补而不留邪”，

最大限度地改善

PCI

术后的恢复。

3

病案举隅

刘某某，女，

71

岁。

2013

年

6

月

20

日初诊。

患者

1

月前持续左胸痛，至外院就诊，诊断为

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即行

PCI

术，回旋支植

入支架一枚。 术后胸闷隐痛时作，短时间内可自行

缓解，伴乏力气短，腰酸耳鸣，口干便艰，夜难入寐，

胃纳欠馨，舌暗红、苔薄黄腻，脉沉细滑。 辨证属心、

肾气阴不足，痰瘀、热毒内蕴。 治拟益气养阴，调补

心肾，化痰祛瘀，清解热毒。 处方：

太子参

15g

，炒白芍

9g

，炙黄芪

15g

，炒白术

9g

，

灵芝草

9g

，枸骨叶

9g

，山萸肉

9g

，巴戟天

9g

，枸杞子

9g

，黑豆衣

9g

，麦冬

9g

，桃仁

9g

，丹参

9g

，丹皮

9g

，水

蛭

6g

，僵蚕

9g

，片姜黄

6g

，生蒲黄

9g

（包煎），景天三

七

15g

，茯苓

9g

，瓜蒌仁

9g

，制半夏

9g

，白果肉

9g

，黄

连

5g

，地骨皮

12g

，佛手花

6g

，合欢花

9g

，柏子仁

10g

。

7

剂。 常法煎服。

2013

年

6

月

27

日二诊： 药后胸闷隐痛未见发

作，乏力好转，唯口干、寐差时作，舌暗红、苔薄黄微

腻，脉沉细。 治予原法进步，前方加酸枣仁

10g

、川石

斛

9g

、大狼把草

15g

。 继服

14

剂。

药后诸症悉安， 再予前方加减服用半年后，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复查冠状动脉造影示： 支架内血

流通畅。

按：本案患者年逾七旬，肾水亏虚，气阴不足，

水火失济，则心之气阴亦虚，推动血行无力，致瘀阻

心脉而成胸痹，湿运受碍，又生痰浊，痰瘀、阴虚日

久，化生热毒，而

PCI

术后气阴进一步耗伤，故何师

认为当予攻补兼施之法， 补益心肾气阴以扶正，化

痰消瘀、清解热毒以祛邪。 方中太子参、炒白芍、炙

黄芪、炒白术、灵芝草、枸骨叶、山萸肉、巴戟天、枸

杞子、黑豆衣、麦冬、合欢花、柏子仁补益心肾气阴；

丹参、丹皮、水蛭、僵蚕、片姜黄、生蒲黄、景天三七、

茯苓、瓜蒌仁、制半夏、白果肉、佛手花、黄连、地骨

皮化痰消瘀、清解热毒。 其中灵芝草、枸骨叶、大狼

把草补虚不生热；片姜黄、生蒲黄活血且祛脂浊。 全

方联合诸法针对错杂之病机，抽丝剥茧，丝丝入扣，

故奏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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