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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属中医胸痹心痛病，《素问》：“心病者，胸中痛，

胁支满，胁下痛，膺背肩胛痛，两臂内痛。”中医以辨证论治

为原则，将胸痹的治疗分为疏理气机、活血化瘀、泄浊豁痰、
补气温阳、滋阴益肾等治法。樊瑞红老师为天津市中医药研究

院附属医院心病科主任，学科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二

批名老中医继承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活血化瘀专业委员会

委员。樊老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风心病、肺心病、
心律失常、高血压病、高脂血症及各种心脏病引起的心衰及其

合并的脑血管病、糖尿病等。樊老师总结前人经验，并充分结

合冠心病的病理生理特点，提出清心凉血治法并应用于临床，

效果显著。现介绍其经验如下，以飨同道。
1 清心凉血法

清心凉血法属八法之“清法”，清心凉血包含清心泄热、
凉血解毒、通络散血。樊老师认为饮食不节、七情内伤、血脉

瘀阻等造成心血管疾病的病因皆可使邪热内生，入血扰心。其

中，饮食不节，痰湿聚集，久而化热；七情内伤，气郁化火；

血脉瘀阻，久而瘀热内生。《诸病源候论》：“客热者，由人

腑脏不调，生于虚热，客于上焦，则胸膈生痰湿，口苦舌干；

客于中焦，则烦心闷满，不能下食；客于下焦，则大便难，小

便赤涩。”故樊老师认为清心凉血法的应用不应拘泥于具体的

西医病名，当运用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
当前社会竞争激烈，人们身体和精神始终处于一个高负荷

的状态，使得气郁不舒，郁久化火；饮食结构的改变及不良的

饮食习惯，使得痰湿内蕴。两者日久都会使血脉蕴热，既可直

接发为心悸怔忡，心烦失眠，又可加重原有的心脏疾病。樊老

师临床中特别注重社会心理因素的致病作用，这既符合中医

“三因制宜”原则，也符合“生物 - 社会 - 心理”医学模式。

2 药物解析

2.1 本草释义 栀子性寒，功用泻火除烦、凉血解毒；淡豆

豉解表，除烦，宣发郁热，《名医别录》云：“主伤寒头痛

……烦躁满闷”。淡豆豉与栀子合用，为《伤寒论》中栀子豉

汤，用于治疗发汗吐下后，心中懊恼，虚烦不得眠。莲子心有

清心去热、固精血之功效，《温病条辨》云“莲子心，由心走

肾，能使心火下通于肾，又回环上升，能使肾水上潮于心”。
牡丹皮清热凉血，活血祛瘀，《本经》云：“主治寒热……处

瘈坚瘀血留舍肠胃”；赤芍功善凉血散瘀，如《医学衷中参西

录》：“化瘀血，赤者较优……为其能化毒热之瘀血不使溃脓

也”；紫草，《本草纲目》云：“功长于凉血活血”。樊老师认

为瘀热是症状产生和加重的重要原因，故在活血药中投以凉血

之品，化瘀不留热，活血不燥血。
2.2 现代药理 栀子中的栀子苷具有抗氧化、抗炎、抗动脉

粥样硬化、降血脂的作用 [1]。淡豆豉中的异黄酮类有调节血

脂、降低血糖、保护主动脉内膜、抑制平滑肌细胞增殖，预防

血栓的作用[2~3]。莲子心中的莲心碱具有抗心律失常、抗心肌

缺血、抗血小板聚集等作用 [4]。牡丹皮主要成分为酚及酚苷

类，具有抗血栓形成、抗动脉硬化、抗心律失常作用，此外还

有抗焦虑作用[5～6]。赤芍含萜类等多种成分，能够抑制内皮素

的活性，抗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7]。紫草具有抗炎、解热及

影响免疫功能等作用[8]。
3 临证要点

一是伴随症状。患者常伴有里热的症状，如咽干、口渴而

渴喜冷饮、心烦、便干或便溏、小便黄等症，舌质红、苔黄或

黄腻，若日久劫夺肝肾之阴，可见红瘦舌，有裂纹，舌苔燥，

脉弦滑数。二是适用人群。樊老师临证发现适用清心凉血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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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中女性较多，特别是更年期女性。此类患者情绪不稳，多

烦躁易怒，肝气郁滞，可酌情加入佛手、香附、白芍、酸枣仁

等以调肝之气机，补肝之阴血。三是主次分明。临床上运用清

心凉血法要遵整体观念，当清心凉血法作为主法时，药量宜

大，栀子、豆豉可用 20 g；若瘀热明显，赤芍可用至 30 g。
当清心凉血法作为辅助治法时，药量宜轻，药味宜少，樊老师

常于全方中只加入栀子、赤芍各 10 g，甚至常独以莲子心一

味，代茶饮。四是腹泻的处理。清心凉血法用药苦寒，患者有

时出现大便稀，甚至腹泻症状，樊老师认为此乃热邪外排，非

停用指征，症状明显者，可适量加入山药、白扁豆等缓泻之

品，切不可过于收敛，以免闭门留寇。
4 病案举例

刘某，男，65 岁，2015 年 9 月 22 日初诊。患者 7 年前

因劳累出现胸闷憋气，发作时休息后可缓解。近 1 周来，患

者症状加重伴后背疼痛，休息及舌下含服速效救心丸症状缓解

不明显。现患者胸闷憋气，未发作心前区及后背疼痛，纳寐

可，二便调，舌质暗红、苔薄，脉弦涩，血压(BP)：150/90
mmHg。既往高血压 4 年，控制尚可。心电图：窦性心律，

心率：80 次 / 分，ST 段压低、T 波低平(V2、V3、V4、V5)。
中医诊断：胸痹(心血瘀阻，瘀热内扰)。治以活血化瘀，清心

凉血，自拟经验方定痛救心汤加减，处方：丹参 24 g，瓜蒌、
薤白、牡丹皮、赤芍各 20 g，桃仁、红花、荜拨各 15 g，桂

枝、炙甘草、川芎、紫草、莲子心各 10 g，细辛 3 g。7 剂，

每天 1 剂，水煎，早晚分服。二诊：患者症状减轻，夜间盗

汗，原方减桂枝，加豆豉 10 g，生地黄 15 g，继前治疗。患

者门诊治疗 3 月余，症状基本缓解。
按：患者年迈，病程迁延，心血瘀阻，久而化热，当活血

化瘀、清心凉血并重，定痛救心汤乃樊老师经验方，瓜蒌、薤

白宽胸开郁，牡丹皮、赤芍清心凉血为君，丹参、桃仁、细

辛、荜拨活血温通为臣，佐使以桂枝、炙甘草。全方寓凉血于

活血之中，既祛瘀热之标，又制温通活血药之温燥。

目前，估计全国有心血管病患者 2.9 亿，心血管病死亡占

城乡居民总死亡原因的首位，农村为 44.8%，城市为 41.9% [9]。
目前中医药以活血化瘀为主的治法广泛应用于临床，疗效明

显。但是，活血化瘀治法并不适用于所有患者，临床上当遵循

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原则，多种治法相互配合，提高临床疗

效。清心凉血法充分契合了当前社会人们疾病的生理心理状

态，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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