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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洛病理论成谈 高血压 肾损妻 三期 防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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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 用 络病理论探讨高血压 肾损害不 同阶段血管超微结 构的 变化
，
分析其 中 医 学病理机制 。 认为络

脉病 变是贯 穿 于高 血压肾损 害不 同 阶段的 关键 ， 高血压期 以毒损心络为 主 ； 高血压 肾损 害期 以 肾络郁结 为主 ；

高血压 肾衰竭期 以癥积肾络为主 ， 并对各期防治进行简要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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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病是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最常见心血 临床证治 的基础 ； 至清代叶天士创立 了 久病入络
”

管病 ， 也是全球范围 内 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随着人 学说及络病的治法用药 ， 将络病理论发展到
一

个新的

们生活水平和方式 的改变 ，
近 年来 ， 我国高血压 高度 ，

这 个时期 的发展被誉为络脉理论的 三个

病旳患病率也
一

直在 明显的上升趋势
，
中 国疾病预防 里程碑 。 近年来

，
吴以岭教授提出络脉的 三维立

控制 中 心 近期公 布旳
一

项横断面研究显示 ，
体 网络假说

，

从络脉 旳网 络层次 、 空间位置 、 生理

年中 国成年人 中 高血压病患病率高达
，

功能和运行等方面对络脉进行 了全方位解构。 吴 氏认

估计患病人数达 亿 ，
万人死于高血压病 。 高 为

， 脉络作为 脉 这一组织器官的 中 、 下层组织结

血压病发生 年后常伴有靶器 官 的损害 ，
其中 构

，
与现代医学之中 、 小血管及微循环基本相同 ，

从

肾脏是最易受损的器官之 其主要发病机制之
一

为 而将中医学旳络病理论与现代医学理论有机结合 ， 为

肾微血管的结构和功能的改变 而中 医学的络脉与 络脉理论的研究发展开拓 了 方向

现代医学所描述的微循环在分布 、 结构和功能上非常 络病理论在高血压病发病及合并肾损害中的地位

相似 。 因此 ， 笔者基于络病理论试述高血压肾损害的 络脉是经络系统的分支 ，
包括十五别络、 孙络、

中 医学病机 ， 以冀为临床防治高血压肾损害提供理论 浮络和血络等 内容 ， 它遍布全身
，
外应体表肌腠 、 四

依据 。 肢百骸 ， 内接五脏六腑
，
是一个复杂 的网络系统 ， 能

络病理论的沿革 敷布渗灌气血
，
维持人体 内环境的稳态 。 络脉具有双

络病理论是 中医学学术体 系中 的独特组成部分 ，
向性和满溢灌注旳特点 ， 能使经脉中的气血流溢于络

是研究络病发生 、 发展 与诊断 、 治疗规律的应用 理 脉
，

又经过络脉散布至脏腑肌腠之 中 ， 或将散布于脏

论 。 它 的 形成主要经过 了 个时 期 的 发展 ，
其中 腑肌腠的气血渗入络脉而灌于经脉 ， 其维系气血津液

〈内经〉 最早明确提出 络
”

的概念 ， 并奠定 了络脉 双向流动 、 渗灌的特点正和微循环 中毛细血管网的作

与络病的理论基础 ；

后经 〈伤寒杂病论 以 腑经 用 相似 而微循环在维持机体正常血液循环 、 保持

络先后病脉证 作为外感热性病及内伤杂病的辨治总 正常恒定血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高血压病是全身

纲 ， 首开辛温通络 、 虫药通络用药之先河 ， 奠定 了其 性血管疾病 ， 在病位上叶天士有 经主气 ，
络主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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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说 ， 故高血压病在中 医学角度厲于络脉病变 。 肾脏 本 ， 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 。 蛋 白 质与人体 的精微物

是络脉组织最丰富的器官 ，
肾络气血运行具有血流缓 质相似

，
其排泄也受 肾封藏功能的影响 。 肾络保持充

慢 、 血流量大 、 面性弥散 、 末端连通 、 津血互换 、 双 盈、 通畅
，
气血津液渗灌 出入有序 ，

是肾主封藏 、 主

向流动 、 功能调节等特点 。 肾脏中 的 肾小球 由 毛细 水液代谢等生理功能正常发挥 的必要条件 。

一旦病邪

血管 网组成 ， 由 于高血压病使得脉络血流阻力 大 ， 侵袭肾络 ， 使络气郁滞 ， 津血互换功能障碍 ，
导致肾

气血运行失调 ， 致病因素侵袭肾络 ，
导致络脉病变 ， 络受损 ，

不能约束精微 ，
溢 出 肾络 ， 随尿液混杂而

病机特点通 常表现 为 ： 易 滞 易瘀 、 易入难出 ，
易积 下 ， 则临床表现为 蛋 白 尿 。 责其病机主要在于络郁

，

成形 。 正如 《医学正传》 所云 ： 郁者
，
结聚而不得发越

应用络病理论指导高血压肾损害的防治 也
，

当升者不得升 ，
当 降者不得降 ，

当 变化者不得变

高血压期 ： 疏通络脉 ， 透达络毒 ，
防微杜渐 高 化 ，

此为传化失常 。

“

由于肾络细小 ， 络道狭窄 ， 络

血压病隶厲于中 医学络脉病变 ， 作为络病的
一

种表现 脉中 的气血常 不足于经脉 ，
当经脉 中气血稍有亏耗 ，

形式 ， 该病 旳发生主要责之于络脉系统受损 ， 自 我调 而络脉 中气血就更显不足 ，
导致络虚失 荣 ， 络脉空

节功能发生紊乱 ， 而 毒 则成为高血压病的重要发 虚 ， 气机郁滞 ，
血行迟滞 ， 津液灌输失调 ， 随尿 而

病因 素 。 饮食不节 、 思虑过度及禀赋不足等因素长 下 ； 再者络脉细小迂曲 的 结构特点决定其络中气血环

期作用于人体
，
均可导致脏腑功能失调 ，

气血津液运 流缓慢
，
外邪入侵 ， 易于羁留阻滞于络道 ，

又会导致

化失 司
，
津液代谢的病理产物长期蕴结脉络不化变生 络脉壅塞的实证。 另外 ，

精微物质随尿而下又会进
一

成毒 ， 其中水谷精微不归正化 日 久
，
变生脂毒 ； 痰浊 步加重肾精的亏损 ，

以致肾络郁滞更甚 。 现代医学认

曰 久不化 ， 产生痰毒 ； 瘀血 日 久 ， 化生瘀毒 ； 痰瘀毒 为 ， 肾性蛋 白尿的 形成主要在于肾小球滤过膜损伤以

邪
， 瘀久化热 ， 而成热毒 。 然津血 同源 ， 痰瘀相关 ， 致蛋 白质通透性增加 ， 而肾小球又 由肾中 毛细血管网

各种毒邪并不孤立存在 ， 常相兼为病 ， 在病程不同时 组成 。 基于此点 ， 可通过调整肾络郁滞状态来改善肾

期
，
各有偏盛

，
可相互影 响 ， 胶结难化 ， 蕴蓄于体 小球滤过功能

，
作 为 中医药治疗 肾性蛋 白 尿的切 入

内
，
损伤络脉 。 心络作为全身络脉的 中心环节 ，

毒邪 点 。 《医学真经） 云 ： 通络之法各有不 同
， 调气以

不论最先侵犯哪条络脉 ，
均可传及于心

，
引起心络损 和血 ， 调血以和气 ，

通也 。

“

立法于益气活血通络的

害
，
病久又可通过心络伤及他脏络脉

，
如上犯于脑则 通心络胶囊 人参 、 水蛭 、 全蝎 、 土鳖虫 、 蜈蚣 、 蝉

伤脑络 ， 下注于 肾则伤肾络等 ，
因此

， 高血压病的治 蜕 、 赤芍 、 冰片 旳临床研究显示 ， 该药能改善肾血

疗尤应重视心络的损害 。 临床表现多见眩晕头痛 ， 头 管 内皮功能 ，
从而使高血压肾损害患者 的尿蛋 白减

重如裹
，

口 淡无味
，
咳吐痰涎 ， 食少体胖 ，

舌暗红 ， 少 ， 其机制可能与其能纠正 、

有瘀点或瘀斑、 舌下络脉靑紫 ， 苔白腻或黄腻 ， 脉弦 失衡有关

滑或沉涩或结代 。 此外
，
基于 络 以通为用 的原 高血压 肾衰竭期 ： 消癥散结 ， 扶正活络 ， 综合

贝
，
无论哪种 毒

”

所致的高血压病 ，
都应重视通络 治 疗 高血压肾衰竭是导致高血压病患者死亡的重要

药的 应用 。 韩学杰等 基于 痰瘀互结 、 毒损心络
”

原 因
， 长期高血压可致入球小动脉硬化 、 肾 实质缺

为高血压病主要病机 ， 洽疗应以痰瘀同治 、 解毒通络 血、 囊内压升高 、 肾小球纤维化和萎缩 ， 加速肾动脉

为大法 ， 依据病因 ， 合理遣方用药 ， 可明显提高降压 粥样硬化的发生 ， 出现蛋 白尿、 肾功能损害甚至丧失

效果 ， 改善患者症状 ， 停 、 减降压西药用量 ， 改善患 肾功能 。 本期为肾功能不全期 ，
以肾小球滤过率下

者情绪
，
调节心肝肾及神经系统功能 ，

从微观及宏观 降 、 血肌酐升高为特征 。 从中 医学角 度来说 ，
肾络

两方面调节机体功能状态 。 微型癥瘕是高血压 肾损害发展到最后阶段 的重要病

高血压 肾损 害期 ： 益 气活血 ， 解郁通络 ，
既病 机

，
是 由于长期痰浊瘀血 ， 相互搏结 ，

浸淫于络体 ，

防 变 高血压 肾损害期以尿 白 蛋 白 排泄率异常
，
或 以 阻滞于络道

，
久不消散 ，

息以成积而形成的实质性肿

尿常规蛋 白 阳性 、 尿蛋 白 定量 ， 但肾功能 块 。 肾组织病理学检査显示 ， 构成它的主要成分为

正常 为特点 。 治疗 的 目 的为减少蛋 白 尿
， 保护 肾脏 ，

细胞外基质或纤维蛋 白成分 ，
当 这些基质或纤维蛋 白

延缓肾 衰发生 。 中 医学认为 ， 肾藏精 ，
为封藏 之 成分在肾小球和小管间质大量堆积时

，
在肾小球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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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现为肾小球节段性硬化 、 肾小管萎縮
，
肾间质纤 肾衰竭期 ，

肾络郁积
，
气血不达

，
肾脏受损

，
以扶正

维化等。 由于上述肾体的异常 改变而累及肾用 ，
久病 通络为主

，
因此

，
不同发展阶段 ，

应辨证论治
，
遣药

入络 ， 痰湿浊瘀互结阻于肾络 ， 导致肾脏气化功能衰 组方
， 方可切 中病机 ，

达到治病求本的 目 的 。

退甚至丧失 ， 肾关开 阖启 闭功能失 常 ， 引起邪毒 内

聚 ，
进一步上凌心肺 ，

中犯脾胃 ，
下伤肝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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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血管与微循环概念相似 ， 同时具有结构与功能的双 的机制研究 中医学报 ’ 扣

重含义
， 络脉病变贯穿高血压病变的始终 ，

络脉的损 郑杨 ， 张琪 活血化疲法治 疗慢性 肾表雄的探讨 丨
」

丨 中

伤可能反映高血压棘害早期改变 ，
而娜 易闕

—

疲 、 易入难出 ，
易积成形的生理特点决定了通络是其

治疗慢

主要的 治法 。 通络又分为祛邪通络 、 扶正通络两大
巾 ■ ’ ■

类 。 高血压期 ， 痰瘀等各种病理产物积于络脉 ， 蕴成
（
纟扁 黎 畠 ）

毒邪 ， 损伤络脉
，
以祛邪通络为主 ； 高血压肾损害及

’
‘ 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