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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气血理论探讨冠心病的中医治疗策略
吴斐

菏泽市荣军优抚医院，山东菏泽，274000；

摘要：冠心病作为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其发生与气血失调密切相关。中医气血理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用以

分析和治疗冠心病。气血理论认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的相互关系在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治疗中具

有重要作用。通过辨证施治，能够调和气血，改善冠心病的临床症状与病理变化。本文从气血理论出发，探讨了

冠心病的中医治疗策略，重点分析了气血调和的治疗方法，包括中药、针灸、食疗等手段的应用。此外，本文还

提出了在气血理论指导下，结合现代治疗方法进行综合治疗的策略，以期为冠心病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通过理

论分析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气血理论为冠心病的治疗提供了更加个性化和精准的治疗方案。

关键词：气血理论；冠心病；中医治疗；辨证施治；气血调和

DOI:10.69979/3029-2808.25.06.047

引言

冠心病是目前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心血管疾病之

一，其发病率逐年上升，成为全球范围内导致死亡的重

要因素。西医通常通过药物、介入治疗及手术等方法进

行治疗，但这些治疗手段在缓解病症的同时，往往无法

从根本上调整患者体内的气血失调。而中医药治疗冠心

病，强调通过辨证论治，调和气血，恢复机体的内在平

衡，从而改善病情。气血理论作为中医的核心理论之一，

对冠心病的治疗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气为血之帅，血为

气之母，气血的相互作用在冠心病的发病过程中起着决

定性作用。本文旨在探讨基于气血理论的冠心病治疗策

略，通过分析气血失调在冠心病中的作用，结合中医的

治疗方法，为患者提供更加系统的治疗方案，并期望为

冠心病的中医治疗提供新的理论支持和实践依据。

1 气血理论在冠心病治疗中的基础

1.1 气血理论的基本概念与发展

气血理论是中医学中的重要理论，主要用于解释人

体生理活动及疾病发生的机制。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

基本动力，负责推动血液循环、调节脏腑功能、保持人

体的活力与健康。血则为气的载体，滋养全身，充养脏

腑，维持生理功能的正常进行。气与血互为表里，相辅

相成，缺一不可。气虚则血行不畅，血虚则气无根基，

二者失调会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

中，气血理论经历了从初期的简单阐述到后期的细化与

完善，逐步与临床疾病相结合，成为治疗冠心病、糖尿

病等多种慢性病的理论依据。气血失调引起的病变，尤

其在心血管系统表现得尤为突出，气滞血瘀、气虚血虚

等失调现象在冠心病的发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气血理

论的发展为中医治疗冠心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强

调了气与血的平衡对心血管健康的至关重要性。

1.2 气血失调与冠心病发病机制

气血失调在冠心病的发病机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医认为，冠心病的发生与气血不和密切相关。气滞血

瘀、气虚血虚等不同类型的气血失调都能引起心脏的血

液供应不足，进而引发一系列临床症状。气滞引起血流

不畅，导致心脏供血不足，常表现为胸闷、胸痛等症状；

血瘀则会造成血管的堵塞，进一步加重心脏负担，可能

引发心绞痛；气虚则导致心脏动力不足，血液无法正常

循环，致使心脏功能减退；血虚则使得血液无法有效滋

养心脏，出现心悸、乏力等症状。长期的气血失调会加

速冠心病的进展，导致心肌缺氧、心脏负担过重，从而

引发严重的并发症。通过中医辨证施治，可以针对不同

的气血失调类型，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如补气养血、

活血化瘀等，恢复气血平衡，从而有效控制和改善冠心

病的症状。

1.3 气血理论与冠心病的临床表现关系

气血理论与冠心病的临床表现密切相关，气血失调

在患者症状中的体现尤为明显。冠心病患者常见的症状

如胸痛、心悸、气短、乏力等，都可以通过气血理论进

行解释。气滞血瘀型患者常表现为胸痛、心绞痛，因血

流不畅，心脏供血不足；气虚血虚型的患者则通常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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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倦乏力、心悸加重，心脏功能减退，血液无法充足滋

养全身。根据气血理论，不同证型的患者需要采取不同

的治疗策略。对于气滞血瘀型患者，可以采用活血化瘀、

疏通气血的治疗方法；而气虚血虚型患者则需要通过补

气养血、温阳补虚等手段来调整体内气血。气血理论不

仅帮助中医诊断冠心病的不同证型，还为个性化治疗提

供了依据，从而提高了治疗的精准性和有效性。通过气

血的调和，能够有效改善冠心病患者的临床症状，减轻

其病痛，提高生活质量。

2 冠心病的中医辨证论治

2.1 冠心病的常见中医辨证类型

冠心病在中医辨证过程中，常见的证型主要包括气

滞血瘀、气虚血虚、痰湿阻络等类型。根据临床数据，

约 45%的冠心病患者表现为气滞血瘀型，这类患者常见

胸痛、胸闷、心悸等症状，通常与长期情绪压抑或体内

气血运行不畅有关。约 30%的患者为气虚血虚型，主要

表现为乏力、心悸、气短等症，相关数据表明此类患者

多伴有疲劳感和体力下降。痰湿阻络型的患者占比约2

0%，症状通常为胸闷、呼吸困难，伴有肥胖、饮食过量

等历史。气滞血瘀型的主要病因是情绪问题和气血不畅，

而气虚血虚型则多与长时间的体力劳损和气血亏虚相

关。痰湿阻络型患者常常由于饮食不节和脾胃功能较弱

导致气血生成不充沛，进而影响心脏功能。针对不同的

证型，治疗方案会有所不同，因此精准辨证是治疗冠心

病的关键。

2.2 辨证施治的核心原则

中医辨证施治的核心原则在于通过对病情的全面

分析，结合患者的体质、症状、舌脉等方面，确定疾病

的具体证型。根据临床观察，约 70%的冠心病患者可以

通过辨证分型来进行有效治疗，辨证不仅要根据患者的

主要症状进行分析，还需结合病程、舌脉等中医诊断工

具来确认证型。气滞血瘀型患者应以活血化瘀、疏通气

血为主；气虚血虚型患者则需补气养血、增强体力；而

痰湿阻络型患者则以化痰祛湿、通络为主。治疗的核心

原则是根据不同证型的病机，采用个性化的治疗方法，

发挥中医治疗的优势。辨证施治能够根据具体病情给予

相应的治疗方药，这种治疗方式确保了患者得到量体裁

衣的治疗方案，增强了治疗的精准性和效果。

2.3 不同证型的治疗策略与方药选择

对于不同证型的冠心病患者，中医治疗策略和方药

的选择也有明显差异。对于气滞血瘀型患者，临床数据

表明，活血化瘀的方药如丹参滴丸、血府逐瘀汤等可显

著缓解症状。通过疏通气血，改善血液循环，常有约 6

0%的患者在治疗一段时间后症状得到明显缓解。对于气

虚血虚型患者，补气养血的方剂如四君子汤、参苓白术

散等能够改善气血不足的症状，提升患者的整体气力和

心脏功能。约 50%的患者在应用此类方药后，表现出心

悸、乏力等症状的明显缓解。痰湿阻络型患者则需要以

化痰祛湿为主，使用方药如二陈汤、苓桂术甘汤等，调

理脾胃，改善气血生成，达到化痰湿、通络的效果。大

约 40%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体重减轻，胸闷和呼吸困

难的症状得到了缓解。通过这些方药的配合使用，结合

患者的具体症状，中医治疗能够有效改善冠心病的临床

症状，提升生活质量。

3 基于气血理论探讨冠心病的中医治疗策略分

析

3.1 气血调和在冠心病中的治疗策略

气血调和是中医治疗冠心病的关键策略之一，基于

气血理论，冠心病的发生与气血失调密切相关，尤其是

气滞血瘀、气虚血虚等症状的出现。因此，通过气血调

和的治疗，能够有效恢复心脏功能，改善患者的临床症

状。气血调和治疗的核心理念是通过改善气血的流畅性

和充足性，恢复心脏的正常功能。针对气滞血瘀型患者，

常采用活血化瘀、疏通气血的治疗方法，如应用丹参、

桃仁、红花等药物，这些药物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消除

血栓，缓解胸痛等症状。同时，气虚血虚型患者需要通

过补气养血来增强心脏的功能，如使用四君子汤、补中

益气汤等方剂，这些药物能够有效补充体内的气血，改

善心脏的供血能力。气血调和还包括通过针灸、推拿等

手段调节气血，改善心脏供血情况。在临床实践中，约

60%的患者通过气血调和的治疗后，症状得到缓解，生

活质量显著提高。气血调和的治疗策略不仅能够缓解冠

心病的症状，还能够通过恢复气血的平衡，防止病情进

一步恶化，从而起到预防作用。总之，气血调和在冠心

病的治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医整体调节和个

性化治疗的优势。

3.2 气血理论结合其他中医手段的综合治疗策略

心主脉，脉，又称血脉，是血液运行的道路和护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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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焦之汁化赤为血，必须通过血脉运载，才能营运于周

身，发挥其营养脏腑器官的功能，故《灵枢·五味》曰：

“血脉者，中焦之道也”。心位于胸中，与脉相连而形

成一个密闭的循环系统。血液的运行，有赖于心和脉的

相互合作，起主导作用的是心气的推动。《素问·痿论》

曰：“心主身之血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

“心之合脉也。”脉道把血液输送至全身，由心气正常

的推动来维持。心气的强弱，心血的盛衰，可从脉象上

反映出来。故《素问·六节藏象论》曰：“心者，其充

在血脉。”心气旺盛，血脉充盈；气血运行通畅，则脉

象和缓，节律整齐；心气不足，推动乏力，则脉象虚弱；

心血不足，血脉不充，则脉来细小；心气虚衰，气行不

匀，或心血瘀阻，血运不畅，则脉律不整而促、结、代。

心之合脉，是切脉的理论根据之一。

3.3 气血理论指导下的冠心病综合治疗策略

《侣山堂类辨》曰：“血乃中焦之汁，流溢于中以

为精，奉心化赤而为血”；《医磕·血》曰：“血色独

红者，血为心火之化”；《血证论》曰：“火者，心之

所主，化生血液，以濡周身”。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

百骸、肌肉皮毛皆有赖于血液的濡养，才能发挥它们正

常的生理功能。而血液的运行又有赖于心脏的正常搏动。

心脏搏动是心气的运动方式，所以心气是推动血液运行

的动力。只有心气充沛，才能维持正常的心力、心率、

心律，心主血的功能才正常，从而将血液输布全身。故

《素问·五脏生成》曰：“诸血者，皆属于心”。此外，

血液的正常运行，还有赖于血液本身对脉管的充盈和脉

道的通利。因此心主血脉的功能，必须以心气强健、血

液充盈、脉道通利为基本条件。心主血脉的功能正常，

则面色润光泽，脉象和缓有力。若心主血脉的功能失常，

则血流不畅或血脉空虚而见面色无华，脉细弱无力，甚

则气虚血瘀而见面色黯滞，唇舌青紫，心痛，以及脉结、

代、促、涩等。气血理论指导下的冠心病综合治疗策略，

通过中医的整体观念与辨证施治方法，结合现代治疗手

段，实现了更为精准和个性化的治疗。气血理论强调气

与血的和谐统一，冠心病的发生主要与气滞血瘀、气虚

血虚等气血失调密切相关。因此，综合治疗策略不仅依

赖于单一的治疗方法，而是多种手段的结合，针对不同

病因和症状进行个性化治疗。首先，中药治疗在气血调

和中起到核心作用。通过选用活血化瘀、补气养血的方

剂，如丹参滴丸、血府逐瘀汤、四君子汤等，能够改善

血液循环，增强心脏供血，减轻症状。其次，针灸治疗

与中药治疗相辅相成。通过刺激特定的腧穴，调节气血

流通，促进心脏功能的恢复，尤其在改善气滞、血瘀等

方面表现出显著效果。

4 结语

冠心病作为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其发病机制复

杂，与气血失调密切相关。中医气血理论为冠心病的治

疗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基础与治疗方法。通过气血的调整，

不仅能够缓解症状，还能有效控制病程，延缓疾病的进

展。气滞血瘀、气虚血虚等证型的患者，通过辨证施治，

结合中药、针灸等治疗手段，能够在改善气血流通的同

时，提升心脏功能，减少急性发作的风险。气血调和不

仅仅是对冠心病的治疗，更是对患者整体健康的提升。

结合现代医学技术，气血理论的应用为冠心病的治疗提

供了更为精准和个性化的方案。未来，在气血理论的指

导下，中医治疗冠心病的效果将会更加显著，帮助更多

患者实现长期的健康管理，提升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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