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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礼教授辨证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临床用药经验撷拾

□ 王耀光
　 （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天津　３００１９３）

　　摘　要　在继承张伯礼教授中医药辨证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胸痹心痛、眩晕、中风）临床经验

的基础上，总结出张老师临床擅用宽胸理气、活血止痛法及活血理气法、益气活血法、益气养阴法、

活血化瘀通络法、清化痰热法、温补肾阳法等治疗胸痹心痛。在高血压 （眩晕证）的治疗上，在辨

证基础上酌情选用平肝熄风法、疏肝养血藏魂安神法、温补脾肾法、活血通络法四法。在中风的治疗

上则注重辨证施治、数法兼用、综合治疗。

　　关键词　心脑血管疾病　辨证施治　用药经验　张伯礼

　　笔者曾经师从张伯礼教授，在
学习张老师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临

床验案中，总结出张老师用药特

点，并试图用中医理论做一粗浅的

分析，阐明张老师可能的用药理论

依据和证治体会，以资同道共同探

讨。由于本人跟师学习时间有限，

可能会有错误之处，还望专家和同

道指正。

１　胸痹 （冠心病）的治疗

１１　宽胸理气、活血止痛　胸痹
首载张仲景 《金匮要略》，其病机

为阴乘阳位、胸阳痹阻，即上焦阳

气不足，下焦阴寒气盛，为本虚标

实之证。仲景主张用瓜蒌薤白半夏

汤温振胸阳。张伯礼老师治疗胸痹

心痛，其治疗原则与 《金匮要略》

有异，重视宽胸理气、活血定痛治

则。张老师是基于中医理论 “气

为血帅，血为气母”、“气行血行，

气滞则血凝”立论，注重行气活

血法的临床应用。常用中药：降

香、灵脂、元胡、丹参、三七粉、

郁金、桃仁、苏梗、葛根等。

１２　活血必兼理气，气行血亦行、
气滞则血滞　人身气血贵在充盈和
流畅，一旦偏盛偏衰或涩滞不畅则

百病萌生。朱丹溪说：“气血冲和，

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

焉。”张伯礼老师根据 “气行则血

行，气滞则血滞”的理论，来指

导胸痹的治疗。在临床上注重活血

化瘀药的应用。常于活血方中配伍

气分药，以更好地发挥去瘀作用。

气分药常选用木香、川牛膝、枳

壳、降香、川芎、丝瓜络、苏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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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金等，起到行气以活血、行气解

郁以通络的目的。

１３　益气活血法　气血是构成人
体的两大基本物质，人体赖气血之

温热、濡润、滋养以维持生机。胸

痹和中风日久，必然会发生气血偏

盛偏衰的病理变化。寇宗云：

“夫人之生，以气血为本，人之

病，未有不先伤其气血者。”张伯

礼老师非常重视益气养血活血法的

运用，临床常在当归补血汤基础上

加减，并善于应用归血分的养血活

血中药如丹皮、丹参、川芎等。

张伯礼老师常用益气活血法治

疗中风气虚络阻和胸痹的气虚血瘀

证。俾气盛血活，中风、胸痹症状

得以缓解。基本方如下：黄芪

３０ｇ、当归１２ｇ、元参１５ｇ、北沙参
１５ｇ、牛膝 １５ｇ、麦冬 ２０ｇ、川 芎

２０ｇ、丹参 ２０ｇ、生地 ２０ｇ、党参
２０ｇ、白术１２ｇ、扁豆１５ｇ。
１４　益气养阴法　明清时期，对
胸痹的辨证日益细腻，如 《玉机

微义·心痛》中特别提出本证之

属于虚者，曰：“然亦有病久气血

虚损及素作劳羸弱之人患心痛者，

皆虚痛也。”当代医家李斯炽教授

治疗胸痹亦倡导以扶正为主，强调

“补阴顾阳，补阳护阴”。

心阴亏虚，心失所养，虚火内

炽，营阴涸涩，心脉不畅，而心胸

灼痛，心悸怔忡。心血管疾病患者

出现气阴两虚的症状临床较为常

见，张老师治以益气养阴法，多用

沙参麦门冬汤、二至丸加减治疗。

常用中药有生黄芪、生地、沙参、

麦冬、元参、党参、知母、黄精、

葛根、石斛、栀子、砂仁、女贞

子、旱莲草、白术、杜仲、芦根、

枸杞子等。目前有学者研究认为，

阴虚在瘀血的发病、致病中也起重

要的作用。因此，在临床上滋阴活

血法对于阴虚瘀血同时存在的胸痹

患者或阴虚型的胸痹患者的治疗都

具有重要作用。

１５　活血化瘀通络法　中医理论
认为 “久病入络”，心脑血管疾病

发病与 “瘀血阻络”有关，瘀血

致使经脉运行不畅，瘀血阻滞脉

络，而生中风、胸痹病证。清代医

家叶天士曾倡用 “通络”法治疗

瘀血证。通络法又分 “辛温通

络”、“辛咸通络”、“辛香通络”、

“辛润通络”诸法。叶天士提出

“初病气结在经，久病血伤入络”，

并指出 “络以辛为泄”，用辛药通

络可以治疗胸痹证。

以往的研究已经证实，芳香温

通中药能够解除冠脉痉挛。如冠心

苏合丸及苏冰滴丸是有速效作用的

抗心绞痛中药，其速效作用推测与

其能解除冠脉痉挛有关。实验研究

证实，前者对耐缺氧时间延长，有

保护作用，其尚可使冠状静脉窦血

流量上升［１］。

张伯礼老师临床非常擅用活血

通络法治疗心绞痛的患者，临床疗

效比较明显。常用基本方为：土鳖

虫１２ｇ、丹参２０ｇ、牛膝１５ｇ、当归
１２ｇ、桂枝 １０ｇ、郁金 １５ｇ、皂刺
１２ｇ、片姜黄 １２ｇ、葛根 １５～２０ｇ、
降香１５ｇ、灵脂１５ｇ、元胡１５ｇ、合
欢皮 １５ｇ、益母草 １５ｇ、透骨草
１５ｇ、桃仁１５ｇ、丝瓜络１２ｇ、焦山
楂１５ｇ、乳香 ４ｇ、没药 ４ｇ、川芎
１５ｇ、红花 １２ｇ。胸痛严重者可加
全蝎１０ｇ、蜈蚣２条以加强通络散
结的力量。方中桂枝、降香、灵脂

等有温通之效。

１６　清化痰热法　胸痹心痛之由
于痰浊闭阻者，临床亦较常见。痰

为阴邪，其性粘滞，停诸心胸，则

窒塞阳气，络脉阻滞，发为胸痹。

痰浊日久，则可蕴热，痰热郁于

肺，见痰稠难咯、大便干结、苔黄

腻。应清热化痰、解除痰郁血滞，

同时还应配伍行血祛瘀之品。

张伯礼老师对痰热郁肺者，常

用清化痰热法，用竹茹１２ｇ、橘红
２０ｇ、黄芩１０ｇ、鱼腥草３０ｇ、浙贝
１０ｇ、瓜蒌 ３０ｇ、半夏 １２ｇ、杏仁
１５ｇ、紫苑１５ｇ、款冬花１５ｇ、射干
１０ｇ、丝瓜络１０ｇ、牛子１５ｇ、栀子
１０ｇ等。同时配伍地龙、益母草、
泽兰、丹参、丹皮、赤芍等活血化

瘀药物。

１７　温补肾阳法　胸痹常见心肾
阳虚，此时为虚阳欲脱的危候，有

厥逆、汗出淋漓、脉微细欲绝等

症，治疗当以回阳固脱之参附汤或

参附龙牡汤加减。

对阳虚寒凝偏于肾阳虚的胸痹

心痛患者，或合并肾阳虚征象，肾

阳虚血瘀的患者，其临床表现较上

述为轻，常有腰酸肢冷、疲乏无

力、喘促水肿，张伯礼老师擅用温

补肾阳法，常用杜仲、怀牛膝、枸

杞子、狗脊、川断各 １５ｇ、桂枝
１０ｇ、寄生１５ｇ、淫羊藿１２ｇ、补骨
脂１５ｇ、泽泻１５ｇ、细辛３ｇ、干姜
１２ｇ、山萸肉１５ｇ、巴戟天６ｇ、桑
螵蛸 ２０ｇ，配伍红花、降香、川
芎、夏枯草等活血化瘀中药。心痛

较明显者，可加入荜茇、五灵脂、

元胡、吴茱萸、细辛、良姜、乳

香、没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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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高血压病（眩晕）治疗
诸法

２１　平肝熄风法　高血压病多数
可参考眩晕辨证。古代医家对眩晕

的认识中，自 《内经》即指出：

“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强调阴

亏不能养肝，水不涵木，木少滋

荣，阴不维阳，肝阳上亢，肝风内

动在眩晕致病的重要性。正如

《临证指南·眩晕门》华岫云按：

“经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头为

六阳之首，耳目口鼻皆系清空之

窍，所患眩晕者，非外来之邪，乃

肝胆之风阳上冒耳。”因此在临床

上可用平肝潜阳、清火熄风法治

疗。张老师临床常用天麻钩藤饮加

减治疗，药用白芍、杜仲、枸杞

子、钩藤、草决明、夏枯草、黄

芩、炒山栀、木贼草、天麻、茯苓

等。

２２　疏肝养血、藏魂安神法　高
血压患者在眩晕的同时，很多患者

有不寐症状，配合该法，能取得良

好降压效果。我们知道，血虚则肝

失所养，而虚风内动，可导致眩晕

的发生；同时肝经有邪、肝热肝魂

不藏，则心神不宁，在引起不寐的

同时，也可致清窍失养或热扰清窍

而导致眩晕，因此可以应用 “清

肝热、养肝血 （阴）、疏肝气”的

中药，使肝热得清、肝郁得解、肝

魂得藏、心神得宁、清窍得养、脑

髓得充则眩晕得解。这就是张伯礼

老师应用疏肝养血、藏魂安神法治

疗眩晕 （高血压病）的理论依据。

张师用中药酸枣仁汤加减治疗，常

以酸枣仁 ３０ｇ、生牡蛎 ３０ｇ、生龙
齿３０ｇ、珍珠母３０ｇ、夜交藤３０ｇ、

合欢皮 １５ｇ、知母 １５ｇ、远志 １２ｇ
为基础方。并酌情配伍生石决明、

双钩藤、青葙子、木贼草、野菊

花、槐米等。

２３　温补脾肾法　明·徐春甫的
《古今医统大全·眩晕门》提出阳

虚等可引起眩晕，是书云：“淫欲

过度，肾家不能纳气归元”是导

致眩晕的病因之一。张景岳也非常

重视因虚致眩，他认为：“无虚不

能作眩”， “眩晕一证，虚者居其

八九，而兼火兼痰者，不过十中一

二耳”（《景岳全书·眩晕》）。张

伯礼老师对于高血压病辨证为脾肾

气 （阳）虚患者，临床常用温补

脾肾法治疗，药用野菊花２０ｇ、怀
牛膝１５ｇ、山萸肉１５ｇ、泽泻１５ｇ、
枸杞子 １５ｇ、淫羊藿 ２０ｇ、狗脊
１５ｇ、川断 １０ｇ、杜仲 １５ｇ、山药
３０ｇ等为基本方加减治疗，疗效确
切。

２４　活血通络法　在眩晕证 （高

血压）的发病中，瘀血也是一个

不可忽视的因素，明代虞抟提出

“血瘀致眩”的论点，其在 《医学

正传·卷四·眩晕》中说：“外有

因呕血而眩冒者，胸中有死血迷闭

心窍而然”，此处虞氏主要是指跌

仆外伤所致的眩晕。实际临床上内

有血瘀也同样可导致眩晕，如

《景岳全书·妇人规》在论述产后

血晕时，指出：“血晕之证本由气

虚，所以一时昏晕，然而壅痰盛

者，亦或有之。如果形气、脉气俱

有余，胸腹胀痛上冲，此血逆证

也，宜失笑散。”明确提出内有瘀

血上冲，也可引起血晕。其病因瘀

血阻络，气血不得正常流布，脑失

所养而致。可用祛瘀生新、活血通

络清经法治疗。

张伯礼老师临床上对于瘀血阻

络型的高血压患者，常用土鳖虫

１２ｇ、乌蛸蛇１５ｇ、怀牛膝１５ｇ、丹
参２０ｇ等加减治疗，每获良效。

３　对脑血管疾病擅用活
血通络、祛风除湿、祛湿

清热、平肝熄风四法

３１　活血通络法　张伯礼老师对
中风的病机，认为乃由于气虚中

络，络脉瘀滞，因此在治疗上用活

血通络法，并重视虫类药的应用。

中医理论认为：“络以为通为用”，

张老师临床常用土鳖虫１２ｇ、乌蛇
１５ｇ、丝瓜络１０ｇ、全蝎１２ｇ为基本
方治疗中风之属于气虚中络，络脉

瘀滞者。

３２　祛风除湿法　张伯礼老师常
用祛风除湿法治疗脑血管病，尤

其是用于患者有肢体关节麻木、

酸沉疼痛时，张老师常用牛膝

１５ｇ、络石藤３０ｇ、桑枝３０ｇ、丝瓜
络１２ｇ、杜仲１５ｇ、天麻１２ｇ、秦艽
１５ｇ、威灵仙１５ｇ、羌活１２ｇ、片姜
黄１２ｇ、伸筋草３０ｇ、蔓荆子１５ｇ。
３３　祛湿清热 （清热利湿）法、

清暑祛热法　张老师治疗心脑血管
病辨证为湿热蕴结者，常用清热祛

湿法 （清热利湿法），如是夏秋季

节暑湿当令时，则常用清暑去热

法。药用藿香 １５ｇ、佩兰 １５ｇ、白
蔻１２ｇ、茵陈２０ｇ、苍术１２ｇ、荜
２０ｇ、云苓 １５ｇ、苡仁 １５ｇ、槐米
１５ｇ、莲子心１５ｇ、黄芩１５ｇ、苦参
１５ｇ、竹茹１２ｇ、栀子１０ｇ、金钱草
１５ｇ、龙胆草 １５ｇ、香薷 ６ｇ、竹叶
３ｇ。
３４　平肝熄风法　如前所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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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对于有高血压、头晕、头痛、

头胀、头不适、目赤涩、急躁易

怒、胁肋胀痛、舌红苔黄、脉弦实

有力者，用平肝熄风清热中药，常

用羚羊钩藤汤加减。杭菊花 １５ｇ、

野菊花１５ｇ、槐米１５ｇ、白芍２０ｇ、
天麻１２ｇ、草决明２０ｇ、白芷１５ｇ、
黄芩１５ｇ、山栀１０ｇ、夏枯草２０ｇ、
代赭石２０ｇ、杜仲１５ｇ、钩藤３０ｇ、
枸杞子１５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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