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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总结了我国著名中医学家颜德馨先生诊治中医心脑病的学术理论和临床经验。
　　本书分两卷：上卷为理论篇，重点介绍了颜德馨先生的独特学术思想和常用中药方剂的运用经验
。
如其中提出的“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衡法治则，以及方
药新用的临证心法等，均蕴含着颜德馨先生数十年的心得，足以启发后学。
　　下卷为实践篇，从病因阐述、辨治心法、用药秘要、古方今用、医案精华等10个方面对20种病证
作了全面阐述，对颜德馨先生个人独特的思路、观点、经验作了详尽介绍。
　　本书学术性、实用性俱佳，值得中医临床与研究者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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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颜乾麟，1945年4月生，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同济大学中医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市中医心脑血管病临
床医学中心副主任。
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老年病委员会常务委员、络病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中医药学会理事、脑病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神经内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内科委员会常务委员、老年病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卫生
系统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闸北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成员，美国中医药研究院学术顾问
。

　　长期从事中医心脑血管病的临床、科研、教学工作，临床擅长运用活血化瘀法治疗脑梗死、老年
期痴呆、冠心病、心律失常、冠脉介入术后再狭窄、急性冠脉综合征等。
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主编著作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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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心病的治疗方法　　心病包括冠心病、心肌梗死、高脂血症、病毒性心肌炎、高血压病、肺
　　心病等。
本系统疾病的病理特点是：本虚标实，即阴阳、气血虚损是其本，　　血瘀、痰浊、气滞是其标。
其主要治法有如下几种。
　　（一）活血化瘀法　　活血化瘀法是中医治疗心病运用最早、使用最多的方法。
以冠心病心绞　　痛为例，皆具有血瘀表现。
心主血脉，是血液运行的主导，凡情志所伤，气　　机郁结，气滞日久，血流不畅则脉络瘀滞，或久
病人络，气滞血瘀，心脉瘀　　阻均可发为此病。
症见胸痛阵阵，或刺痛不休，或疼痛如绞，脉涩舌紫。
凡　　见此证当以活血化瘀、宣畅气机、升清降浊为其首务。
王清任“血府逐瘀汤　　”最为合拍，惟剂量与一般用法恒有不同，其中柴胡、枳壳、川芎量都加大
　　。
有人谓柴胡其性升，多舍之不用，实则柴胡配生地，既监制生地之滋腻又　　抑柴胡之升散。
常喜加入蒲黄一味，且多生用。
若心痛剧烈，可加血竭粉与　　三七粉和匀吞服，每次1.5g，1日3次，效果显著。
或加乳香、没药、麝香粉　　以开导经脉、活血定痛。
血瘀较轻者可用丹参饮、手拈散等。
活血化瘀方药　　有畅通血脉、缓解疼痛作用。
近代药理发现，这些方药大多具有增加冠状动　　脉血流量，降低心肌耗氧量，改善心肌缺血缺氧状
态，加强心肌收缩力，减　　慢心率等作用。
如毛冬青、参三七、山楂、失笑散、降香、赤芍等实验和临　　床观察表明，对冠心病心绞痛确有效
果，丹参还有促进心肌细胞的再生，促　　进坏死组织的吸收和肉芽组织的形成，加速心肌梗死的修
复过程的作用。
活　　血化瘀药物还有抗血栓形成和改善脂质代谢的作用，毛冬青、红花、川芎、　　水蛭、虻虫、
三棱、地鳖虫能使血小板聚集时间延长，丹参、红花、赤芍、　　降香组成的复方能抑制血小板聚集
，这对预防心肌梗死有利。
脂质代谢紊乱　　，其中β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明显增加，血清粘度和红细胞电泳减慢　　成
正比，姜黄、红花、郁金、丹参、山楂、当归等都有改善脂质代谢的效果　　。
在运用活血化瘀法时，当根据病情变化灵活的配以其他药物，则可大大扩　　大在心脑病中的运用范
围。
例如，配以补气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　　死、心肌炎等，疗效往往优于单用活血药。
活血化瘀与清热解毒同用治疗肺　　心病急性发作期，效果优于西药。
活血化瘀药与平肝潜阳药同用治疗高血压　　病，较单纯用平肝潜阳法好。
临床发现活血化瘀药治疗心律失常，如对早搏　　、房颤、房速等，因其激发功能，用量不宜大；而
对病窦、传导阻滞等属心　　率慢者，用量又可加大。
　　（二）回阳救逆法　　心体阴而用阳，心阳衰弱即心的正常功能衰退，往往出现虚寒证候。
强　　调温运阳气是治疗心脑病的重要法则，尤其对一些危重的心血管病，更不可　　忽视温运阳气
的必要性。
习用《伤寒论》少阴病方中的“麻黄附子细辛汤”　　治疗肺心病或肺心病合并心力衰竭。
本方原治少阴感寒证，取麻黄发汗解寒　　，附子温里补阳，细辛发散温经，三味组方，补散兼施，
虽发微汗，但无损　　阳气，历代医家称之为温经散寒之神剂。
麻黄作用在肺，其效甚暂，必与附　　子同用，振奋心肾之阳。
麻黄、附子并施，内外协调，则风寒散而阳自归，　　精得藏而阴不扰。
细辛功能温肺定喘，用量宜大，习用4.5～9g，虽辛散有　　余，但配以附子则平喘降逆，效如桴鼓。
还用附子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　　肌梗死，以附子温阳散寒，人参、白术、茯苓甘温益气，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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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营活血，诸　　药合用，共奏温经散寒、益气活血之功。
晚近治疗冠心病，多崇气滞血瘀或　　痰瘀交阻之说，或理气，或逐瘀，或祛痰，或通痹，虽取效于
一时，但每易　　反复。
颜教授在长期临床实践中体会到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等引起的胸　　痛，其实质多为阳虚阴凝。
阳虚为本，阴凝为标，立法用药以温阳为主，解　　凝为辅，以附子汤加减，不仅止痛效果明显，且
疗效巩固持久。
通脉四逆汤　　治疗病态窦房结综合征，历代医家对本方能起下焦之元阳，续欲绝之脉极为　　赏识
。
病态窦房结综合征属中医心悸、怔忡、胸痹、昏厥等证范畴，其脉均　　表现为沉、迟、涩等。
临床以阳虚、气虚多见，选用通脉四逆汤每能奏效。
　　对无脉症、低血压、肢端青紫症等也可用本方加减治疗。
急救回阳汤治三衰　　有很好效果。
“急救回阳汤”源出王清任《医林改错》，原为吐泻后转筋，　　身凉汗出而设，组成为党参、附子
、干姜、白术、甘草、桃仁、红花，功能　　回阳救逆，促使气通血活，化险为夷。
“三衰”多发生于久病及老年病人，　　而多有血瘀之基础。
附子是回阳救逆的主药，在使用时既要大胆，又要适当　　配伍，制其有余，调其不足，则可扩大附
子在心病中的运用。
　　（三）扶正补益法　　《内经》云“涩则心痛”。
《金匮要略》则以胸阳痹阻而立胸痹之名，　　涩者血脉不畅，痹者郁阻不通，历代医家多以“不通
则痛”解释胸痹心痛的　　病机。
“不通则痛”仅是胸痹心痛病机的一个方面，而虚则不荣，心失所养　　亦可产生心痛，“不荣则痛
”在临床上也较为多见，即使是瘀血、痰浊、气　　滞等痹阻心脉，不通则痛，但瘀血、痰浊、气滞
等多因脏腑虚损，功能减弱　　而产生。
因此心病多为虚证或本虚标实之证，心气虚为本，瘀血、痰浊、气　　滞为标。
“心主血脉”，“营行脉中，卫行脉外，营周不休⋯⋯如环无端”　　。
心具有推动血液循环之功能，此功能主要靠心气来实现。
心气包括心阴、　　心阳，心阴是心之活动的物质基础，包括心血及其他一切营养物质，起着濡　　
养心及血脉的作用，心居膈上，为阳中之阳脏，心阳具有温煦心脉的作用，　　心阴、心阳化合而产
生心气，使心具有推动血脉循行等功能。
心阴、心阳需　　保持相对平衡，才能维持心脏的正常功能，无论心阴、心阳，其虚损不足均　　可
致使心脏功能减弱，虚则邪干之，寒邪、瘀血、痰浊、气滞等乘心脉虚衰　　而侵之痹阻心脉，而作
心痛。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胸痹心痛产生的根　　源在于心气不足，扶正补益法也是治疗心病的重要方法之一。
但人是有机的　　整体，人体各种功能的发挥，需要各个脏腑器官的协调，在强调心气不足是　　胸
痹心痛产生的根源同时，又需看到其他脏腑的功能失调均可影响到心，如　　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
化之源，脾虚则气血生化不足。
心肾为水火之脏，心　　肾相交，水火既济，若肾虚则心失濡养温煦。
肝主疏泄，心之运血，靠肝疏　　泄之助等。
所以扶正补益法涉及范围甚广。
如用能益气化瘀，活血通脉的“　　益心汤”（自拟），治冠心病心绞痛，一心肌梗死等多能较快地
缓解症状，尤　　其对老年患者及心肌炎后遗症，凡属气虚血瘀者用之皆效。
正如张锡纯所言　　：“气血同虚不能流通而作痛者，则以补虚通络为宜，不可唯事开破。
”此　　外常以健脾益气活血之归脾汤加琥珀，治疗冠心病、病态窦房结综合征。
以　　补养脾胃调治心病须循序渐进，补中寓疏，因人因时制宜，尤以夏月之际，　　常用李东垣清
暑益气汤治疗冠心病，疗效亦佳。
方中补中益气汤补气健脾，　　合生脉散益气复脉，佐黄柏、苍术清暑化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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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垣云：“夏月服生脉散加黄　　芪、甘草，令人气力涌出。
”可见此方之奥义。
还有以温养气血的“炙甘草　　汤”治心动过缓；以滋养阴血的“三甲复脉汤”治心动过速；以补气
益阴的　　生脉散加减治慢性心衰、冠心病、心肌炎等。
　　P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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