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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补气活血方治疗慢性心功能不全临床效果。方法：选取我院近年来收治慢性心功能不全患者 118 例，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59 例）和中医组（59 例）；分别采用西医常规对症支持治疗和在此基础上加用补气活血方治疗；

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和治疗前后左心室功能指标水平等。结果：中医组患者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中医组患者治疗后左心室功能指标水平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补气活血方

治疗慢性心功能不全可有效缓解临床症状体征，改善左心室功能，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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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Buqihuoxue prescription on chronic cardiac insufficiency.Methods: 118 

patients with chronic cardiac insufficiency were chosen in our hospital in recent year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including 
control group (59 patients) with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alone and observation group (59 patients) with Buqihuoxue 
prescription more than control group.Results: The clinical effect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The levels of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 index after treatment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and before treatment（P＜0.05）. Conclusion: Buqi Huoxue prescription can efficiently improve clinical symptoms 
and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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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选取我院近年来收治慢性心功能不全患者 118

例，分别采用西医常规对症支持治疗和在此基础上加用补气活

血方治疗；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和治疗前后左心室功能指标

水平等，探讨补气活血方治疗慢性心功能不全临床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 2010 年 1 月—2014 年 10 月收治的慢性心功能不

全患者 118 例，均符合王吉耀主编《内科学》诊断标准[1]，且

年龄≤70 岁。入选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中医

组，每组各 59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及基线心脏功

能指标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西医常规对症支持治疗，包括强心、利尿、

限制水盐摄入及纠正机体代谢紊乱等；中医组患者则在此基础

上加用补气活血方治疗，方剂组分包括黄芪 30 g，丹参 30 g，
人参 20 g，茯苓 20 g，炒酸枣仁 20 g，白术 15 g，红花 10 g，
葶苈子 10 g，桑白皮 10 g，陈皮 6 g，桂枝 6 g，1 剂加水 500 ml
煎至 100 ml，早晚分服；两组患者均以 2 周为 1 个疗程，共治

疗 1 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左心室功能指标包括左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和左心

室射血分数（LVEF）；采用德国西门子公司 ACUSON-128 型超

声心动图，探头频率设定为 3.5 MHz；扫描时患者呈左侧卧位，

并将探头放置于心尖搏动处，记录 LVEDd，并计算 LVEF。 
1.4 疗效判定标准[2] 

①显效，临床症状体征明显缓解或消失，NYHA 心功能分

级改善≥2 级；②有效，临床症状体征有所缓解，NYHA 心功

能分级改善 1 级；④无效，未达到上述标准。 
1.5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数据录入分析软件分别采用 Epidata3.02 和

SPSS18.0；其中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检验；

P＜0.05 判定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中医组患者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左心室功能指标水平比较 

中医组患者治疗后左心室功能指标水平均显著优于对照

组、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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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59 12 30 17 71.2 

中医组 59 21 32 6 89.8
△
 

注：与对照组相比，
△P﹤0.05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左心室功能指标水平比较   (n,%） 

组别 n LVEDd（mm） LVEF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59 （69.8±12.3） （63.8±8.8）
※
 （29.5±7.2） （41.1±11.9）

※
 

中医组 59 （69.5±12.0） （58.1±6.2）
△※

 （29.2±7.1） （48.1±13.4）
△※

 

注：与对照组相比，
△P﹤0.05；与治疗前相比，

※P﹤0.05 

3   讨  论 

祖国传统医学认为慢性心功能不全可归于“水肿”“心

悸”范畴
[3]，病机多为情志不节、劳倦过度或内伤迁延，以致

心阳损耗，血瘀水滞及气血津液代谢紊乱；其中心阳亏虚为本，

血瘀水泛为标[4-6]。故慢性心功能不全治应以补气温阳，活血祛

瘀为主
[7]。本次研究所用补气活血方组分中黄芪补气利水，丹

参散瘀活血，人参益心补元，茯苓宁心祛湿，炒酸枣仁养心安

神，白术健脾止水，红花祛瘀消肿，葶苈子降肺行气，桑白皮

消肿利水，而桂枝则温阳行气，诸药合用可共奏补中益气、温

阳活血之功效[8]。 

本次研究结果中，中医组患者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心功

能不全在减轻症状体征，提高心脏功能方面优势明显；而中医

组患者治疗后左心室功能指标水平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治疗

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则说明中药方剂辅助治疗

慢性心功能不全有助于改善左心室泵血功能，延缓病情恶化进

程。 
综上所述，补气活血方治疗慢性心功能不全可有效缓解临

床症状体征，改善左心室功能，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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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补气活血法治疗冠心病对临床症状、心肌缺血的改善作用 

目的：分析与探讨中医补气活血法治疗冠心病对临床症

状、心肌缺血的改善作用。方法：选取 100 名 2013 年 5 月～

2014 年 5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冠心病患者，将其平均分为两组，

即对照组与观察组，对观察组患者实施中医补气活血法治疗，

对对照组患者实施西药治疗，对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进行观

察与对比。结果：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94.0%，对照组

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74.0%，且观察组患者心肌缺血症状均得

到明显改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研究表明，中医补气活血法对冠心病具有确切的临床治

疗效果，值得临床应用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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