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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小汉教授通过多年的临床观察及实践经验总

结，认为肺在心衰发生、发展中的起到极为重要的作

用。慢性心衰所表现出的喘息、咳嗽、水肿、血瘀等

症状与肺密切相关，是因肺失宣降，导致肺的主气、
主行水、朝百脉主治节功能障碍，继而产生气病、血

瘀、水停的证候。基于辨病为先的现代中医临床思

维，执简驭繁地提出从肺论治慢性心力衰竭，以宣肺

平喘、降气利水、益气活血为主治法，并拟定心康

方，将治肺贯穿于心衰治疗的始终。
心康方中葶苈子味苦辛、性寒，为肺家气分要

药，具有祛痰平喘、降气行水，兼泻大便之作用；北

杏仁，味辛苦，性温，有宣肺平喘之功；两者同用，

一宣一降，恢复肺主气的功能，共奏宣降肺气，利水

平喘之效，是为主药。再辅以益气之黄芪，补肺气令

宗气足，得以“治节”助气血运行；活血之三棱、渗

湿之茯苓，“去宛陈莝”使水道通利而邪有出路；陈

皮调和诸药。共奏宣肺平喘，降气利水，益气活血之

功，从而达到从“肺”治疗心衰。
在此理论基础上，笔者开展了本次研究，对 97

例慢性心衰患者进行临床观察，而结果显示，在西医

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上，联合使用心康方治疗，可提高

临床疗效，明显降低 NT- proBNP 以及 MLHFQ 评

分，并显著性改善 6min 步行距离，从而提高心衰患

者的生活质量。从肺论治心力衰竭，以宣肺平喘，降

气利水、益气活血为主治法治疗心衰，可提高肺功

能，能明显提高临床疗效、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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