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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可舒片组方配伍钩玄

● 彭　敏１　指导老师：丁书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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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可舒片作为临床常用的治
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中成药，主要由

丹参、葛根、三七、山楂、木香组成，

药简而力著，其组方配伍方法值得

探讨。

１　活血药配木香
冠心病心绞痛属“胸痹”范畴，

瘀血的发生贯穿其发病的全过程，

活血化瘀法是治疗冠心病的通则，

因为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常

与理气药配伍同用。木香辛散、苦

降、温通，芳香气窜，可升可降，通

行胃肠、三焦气机，为行气止痛之

要药，且能健脾和胃。在《药鉴》中

言：“盖苦入心，辛入肺，故入心而

调诸气。胸腹中壅滞及冷气，并经

络中气滞痰结者，皆当用之”。

在临床常用的活血行气的中

成药中，木香的应用并不多见，一

般用降香、川芎等。此处用木香除

取其行气之功外，还意在健脾和

胃。脾气健运，水谷精微得以更好

的输布，与山楂等搭配，可起到良

好的调血脂的作用，另外，活血化

瘀药易伤脾胃，临床应用时要注意

顾护胃气，而木香可健脾和胃，用

之尤当。

２　丹参配三七
丹参，苦能泄降，微寒能清热，

入心肝二经血分，具有凉血而不留

瘀、化瘀而不伤气血的特点，尤善

祛瘀生新，可谓活血药中的通品；

三七，有止血、化瘀、消肿、止痛之

功，尤为止血常用要药，有“止血而

不留瘀”之特点，可谓活血药中的

补品。丹参、三七一通一补，相辅

相成，使活血散瘀、通经止痛之功

倍增，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有良好

的化瘀止痛定悸作用。施今墨经

验介绍冠心病、心绞痛之初起，尚

无器质性病变者，则重用丹参，少

佐三七；反之，病程日久，又有器质

性损害者，则主取三七，佐以丹

参［１］。

现代药理学的研究也发现，丹

参的作用靶点侧重于血管，其扩张

冠脉的效应强于三七；三七的作用

靶点侧重于心肌，其对缺氧心肌的

保护作用强于丹参。二者配伍后

存在协同互补效应，三七皂苷类成

分可使丹参水溶、脂溶成分的含量

稳定。丹参水溶性成分吸收入血

较快（药后 ３０ｍｉｎ），扩冠效应强，
更适于速效；而丹参脂溶性成分和

三七皂苷类成分吸引入血较慢（药

后６０ｍｉｎ），远后效应明显，更适宜
长效［２］。

３　葛根配丹参
葛根在传统中药分类属于发

散风热类，味甘、辛，体轻上行，浮

而微降，生津止渴，在《日华子本

草》中载葛根有“破血”之功。现

代研究发现葛根有 β受体阻断作
用，还可抑制血小板聚集、降血糖、

降血脂［３］。

丹参气平而降，阴中之阳也，

养血活血，生新血，去宿血；葛根可

升可降，阳中之阴也。葛根辛散之

性，不仅能宣畅气机，利于血气运

行，还能直接推动血液运行而起到

活血之功，并且长于疏通血络，化

解脉中瘀血而达到化瘀之效。丹

参配葛根一升一降，气血同治，祝

谌予认为二药合用对消渴兼有血

瘀者十分相宜，对改善症状、降血

糖、降血脂均有较好疗效［１］。将葛

根素注射剂和丹参注射剂联合应

用，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急性脑梗

死、视网膜静脉阻塞等疾病，临床

观察发现二者具有协同作用［４］。



中医药通报·中 成 药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６３　　　

４　山楂配丹参
高血脂多与饮食结构改变，嗜

食肥甘有关，过多膏脂随饮食进入

人体，或脾胃虚损致脾失健运，升

降失司，输布、转化不及，滞留血

中，气血运行受阻，痰瘀并生。山

楂味酸而甘，性微温，《本草备要》

曰：“酸甘咸温。健脾行气，散瘀化

痰，消食磨积。消油腻、腥膻之

积”，可健脾开胃除积滞。《医学衷

中参西录》云山楂：“善入血分为化

瘀血之要药……且兼入气分以开

气郁痰结，疗心腹疼痛。若以甘药

佐之，化瘀血而不伤新血，开郁而

不伤正气，其性尤和平也”。《得配

本草》中丹参“配楂炭、益母草，清

血瘀，酒炒”。二者合用，清热化

痰，活血通脉，可防治高脂血症。

山楂、丹参可协同降低 ＴＣ、

ＴＧ、ＬＤＬ，升高 ＨＤＬ含量，明显降
低ＳＯＤ活性，从而发挥预防高脂
血症和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５］。

进一步研究发现，丹参提取物能够

通过抑制内源性胆固醇合成和增

加ＣＹＰ７ＡｍＲＮＡ表达发挥调血脂
作用，而山楂提取物和丹参提取物

合用可产生有益的协同作用［６］。

５　整方分析
心可舒片以丹参为君，活血凉

血、祛瘀止痛；三七化瘀止血、活血

定痛为臣药，君臣相辅相成，增强

活血通经之力；木香行气以散血，

山楂消食健胃、化滞散瘀，葛根辛

散宣畅气机，疏通血络，三者均为

佐药，与君药相得益彰，全方共奏

活血化瘀，行气止痛之功。大量的

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也显示心可

舒可从多靶点，多个环节来控制冠

心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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