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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脾活血化瘀法治疗痰浊血瘀型高血压５２例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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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观察健脾活血化瘀法治疗高血压（痰浊血瘀型）的临床疗效。方法　采取前瞻性研究方法，将１０４例痰浊血瘀

型高血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贝那普利）５２例、治疗组（健脾活血化瘀法联合贝那普利）５２例，疗程４周。观察两组的临床疗效

及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血液流变学指标变化情况。结果　治疗组降压总有效率为９２．３１％，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７６．９２％（犘＜

０．０５）；治疗组在改善临床症状和血液流变学指标方面均优于对照组（犘＜０．０１）。结论　健脾活血化瘀法联合贝那普利对痰浊血

瘀型高血压有较好的疗效，改善临床症状、血流黏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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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发性高血压是以血压升高为主要临床表现伴或不伴有

多种心血管危险因素的综合征，通常简称为高血压［１］。据流行

病学调查，１８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１８．８％，高血压的知

晓率、治疗率、控制率较低，导致心、脑、肾等靶器官损害，引发

多种临床事件［２］，是中国人群心脑血管发病和死亡最重要的危

险因素［３］，而控制血压、降压达标以减少不良临床事件的发生

也是专家达成的共识［４］，治疗理念已从单纯降低血压为主转为

对靶器官损害的防治上［５］。高血压属于中医“眩晕”、“头痛”等

范畴，心血管危险因素相关性研究表明痰、瘀在高血压中医证

型中占有重要位置，痰瘀证与心血管危险因素有明显的相关

性；兼有阳亢、血瘀、痰浊的高血压患者存在更严重的靶器官损

害，痰浊壅盛证的高血压更易引起早期肾脏功能损害［６８］。目

前临床患者常有眩晕或头痛，头如裹，胸闷，舌苔白腻，舌质暗

红、有瘀点或瘀斑，舌下脉络粗张，脉弦滑或沉涩之象，均可辨

证为痰浊血瘀证。应用健脾活血化瘀法治疗痰浊血瘀型高血

压取得较好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均为２０１１年３～１０月在河北省唐

山市河北联合大学附属医院门诊就诊的患者，年龄３５～５５岁，

平均年龄（４５．０±８．７）岁。按就诊顺序分为治疗组（健脾活血

化瘀法联合贝那普利）和对照组（贝那普利），每组５２例。治疗

组：男３２例，女２０例，平均年龄（４３．３±９．３）岁，其中１级高血

压２４例，２级高血压２８例；对照组男３０例，女２２例，平均年龄

（４６．５±７．６）岁，其中１级高血压２３例，２级高血压２９例。两

组患者性别、年龄、血压分级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

１．２　诊疗标准　高血压的诊断、分级参照２０１０年中国高血压

防治指南标准［５］：高血压定义为收缩压（ＡＳＢＰ）≥１４０ｍｍＨｇ

和（或）舒张压（ＡＤＢＰ）≥９０ｍｍＨｇ，根据血压升高水平，又进

一步将高血压分为１～３级：１４０～１５９／９０～９９ｍｍＨｇ为１级

高血压，１６０～１７９／１００～１０９ｍｍ Ｈｇ为２级高血压，≥１８０／

１１０ｍｍＨｇ为３级高血压。ＡＳＢＰ≥１４０ｍｍＨｇ但 ＡＤＢＰ＜

９０ｍｍＨｇ列为单纯收缩期高血压。中医诊断标准参考《中药

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９］分为肝火亢盛证、阴虚阳亢证、痰湿

壅盛证、阴阳两虚证、痰湿壅盛证、阴阳两虚证。结合临床实

践，拟痰浊血瘀证诊断标准为舌脉为舌苔白腻，舌质暗红、有瘀

点或瘀斑，舌下脉络粗张，脉弦滑或沉涩；主症：眩晕头痛，头如

裹，胸闷；次症：口淡无味，呕吐痰涎，食少体胖等。

１．３　病例选择和排除标准　选择标准：符合西医诊断标准及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者，可纳入观察病例。排除标准：排除继发

性高血压、原发性高血压合并严重心、肝、肾、脑、内分泌或者其

他系统严重病变者。

１．４　疗效标准　疗效评定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

则》［９］。（１）显效：①ＡＤＢＰ下降１０ｍｍ Ｈｇ以上，并达到正常

范围；②ＡＤＢＰ未降至正常但已下降２０ｍｍ Ｈｇ或以上。（２）

有效：①ＡＤＢＰ下降不及１０ｍｍ Ｈｇ，但已达到正常范围；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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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ＢＰ较治疗前下降１０～１９ｍｍ Ｈｇ，但未达到正常范围；③

ＡＳＢＰ较治疗前下降３０ｍｍＨｇ以上。须具备其中１项。（３）

无效：未达到以上标准者。中医证候疗效判定标准参照尼莫地

平法计算积分变化值（％），即积分变化＝［（治疗前积分－治疗

后积分）÷治疗前积分］×１００％；（１）显效：临床症状、体征明

显改善，证候积分减少大于或等于７０％；（２）有效：临床症状、

体征均有好转，证候积分减少大于或等于３０％；（３）无效：临床

症状、体征无明显改善，甚或加重，证候积分减少不足３０％。

１．５　方法　对照组常规口服贝那普利１０ｍｇ，每天２次；治疗

组在口服贝那普利治疗的基础上辨证加用健脾活血化瘀法（半

夏、炒白术、煅龙牡、柴胡、陈皮、茯苓、川牛膝、丹参、丹皮、郁金

等组成），水煎服，每天２次，服用４周。

１．６　观察指标　诊所血压标准是目前临床诊断高血压和分级

的标准方法，由医护人员在标准条件下按统一的规范进行测

量。选择符合计量标准的水银柱血压计进行测量。以治疗前

后测量３次血压的平均值作为统计血压指标，观察期间患者每

周测量２次，并于测量血压前安静休息１５ｍｉｎ。每周随访，门

诊监测血压。中医证候变化：主要观察眩晕、头痛、胸闷、呕吐

痰涎、食少、舌脉等变化。血流变化：检测血浆黏度、全血黏度

（分低切、高切流变率）。

１．７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３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

资料用狓±狊表示，组间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

较采用ＳＮＫ狇检验法，等级资料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以犘＜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疗效比较　治疗组总有效率９２．３１％，对照组有效

率为７６．９２％，两组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

１。两组在治疗后血压均显著下降，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５），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犘＜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１　　两组疗效比较［狀（％）］

组别 狀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５２ １８（３４．６２） ２２（４２．３１） １２（２３．０８） ４０（７６．９２）

治疗组 ５２ ２７（５１．９２） ２１（４０．３８） ４（７．６９） ４８（９２．３１）ａ

　　ａ：犘＜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

表２　　两组血压比较（狀＝５２，狓±狊，ｍｍＨｇ）

项目
治疗组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ＡＳＢＰ １６３．４５±１２．３１１４３．５８±１０．７２ａｂ １６５．２７±１１．８４１４６．６３±１１．３９ａ

ＡＤＢＰ ９７．３６±５．４２ ８３．８２±４．６９ａｂ ９５．８１±６．７９ ８７．４３±９．８５ａ

　　ａ：犘＜０．０５，与治疗前比较；ｂ：犘＜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

２．２　两组中医证候疗效比较　治疗组在改善眩晕、头痛、胸

闷、呕吐痰涎及舌脉等证候方面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犘＜

０．０１），见表３。

表３　　两组中医证候疗效比较［狀（％）］

组别 狀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５２ ２０（３８．４６） １８（３４．６２） １４（２６．９２） ３８（７３．０８）

治疗组 ５２ ３４（６５．３８） １５（２８．８５） ３（５．７７） ４９（９４．２３）

２．３　两组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比较　治疗组能明显改善患者

血液流变学，治疗组更优于对照组（犘＜０．０５）。对照组治疗前

后血液流变学改变不明显（犘＞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血液流变学比较（狓±狊，狀＝５２，ｍＰａ·ｓ）

项目
治疗组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全血黏度（低切） ２５．４８±７．３２１７．３９±５．６４ａｂ ２６．１４±６．５２２５．７５±７．３８ｃ

全血黏度（高切） ５．７９±１．３８ ５．０２±１．２４ａｂ ６．１３±１．４７ ６．１１±１．１５ｃ

血浆黏度 １．８２±０．２７ １．３９±０．３５ａｂ １．７８±０．３２ １．７５±０．４１ｃ

　　ａ：犘＜０．０５，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ｂ：犘＜０．０５，与对照组同时间段比

较；ｃ：犘＞０．０５，与治疗组治疗前比较。

３　讨　　论

原发性高血压属于中医“眩晕”、“头痛”等范畴。眩晕最早

见于《内经》，称之为“眩冒”。《丹溪心法·头眩》偏主于痰，有

“无痰则不作眩”的主张，提出“治痰为主”的方法。高血压的致

病因素复杂，有情志过极、饮食不节、劳逸失度、脏腑虚损等因

素，由风、火、痰、瘀、虚引起人体脏腑阴阳气血失调、气机升降

失司、津液代谢障碍而发病。以近１０年高血压中医证型研究

文献为研究对象，对文献四诊信息进行聚类分析显示［１０］：高血

压中医辨证可大致分为瘀血阻络、痰湿壅盛、肾阳虚衰、肝火亢

盛、阴虚阳亢５个单证。通过对高血压患者横断面调查
［１１］，在

证类分布方面痰瘀血互结占５９．６８％，在证素分布方面血瘀占

７６．１３％，痰瘀占７１．０９％。痰瘀已演变为原发性高血压的主

要病因，原发性高血压的病因以痰瘀为主，痰瘀之毒可并存于

高血压其他各证类及其病程的各阶段［１２１３］。血瘀是多种因素

作用的结果，是高血压重要的病因，存在于高血压的整个过程，

应在辨证基础上加以活血化瘀治疗［１４１５］。临床上运用益气活

血法、化痰通络法治疗气滞血瘀、痰瘀阻滞型高血压均取得很

好疗效［１６１８］。

健脾活血化瘀方由法半夏、炒白术、陈皮、茯苓、川牛膝、丹

参、丹皮、郁金、煅龙牡、柴胡等组成。方中炒白术、茯苓、法半

夏、陈皮健脾渗湿、燥湿化痰；丹参、丹皮、川牛膝活血化瘀、引

热下行兼清热；配伍柴胡、煅龙牡一升一降，以达疏肝解郁、重

镇降逆、调畅气机。诸药合用脾运得健、痰湿能祛、气血调畅、

瘀浊自解。

通过临床观察，在降压治疗基础上配合健脾活血化瘀法治

疗痰浊血瘀型高血压能增强降压效果，改善患者临床症状、血

液黏滞状态，增加临床疗效。针对高血压的控制和并发症的预

防是长期的综合的过程，有待更长疗程确认；中药对高血压疗

效的相关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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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综合征，存活组无发生肝肾综合征患者。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表显示患者 ＴＢＩＬ、ＭＥＬＤ评分及肝性脑病发生率越

高，ＰＢＣ和ＰＴＡ越低，患者预后越差。本研究结果与其他关

于 ＨＢＶ相关肝衰竭预后影响因素分析结果相似
［１１］。ＰＴＡ能

够较好地代表患者的凝血功能，是判断肝病严重程度最经典的

指标，几乎所有的文献和预后判断公式及肝移植的标准中都强

调了它的重要性，本研究也显示 ＰＴＡ 与患者预后相关。

ＭＥＬＤ评分系统是美国于２０００年应移植供体分配规则而建

立的，最初用于评估行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后患者的生存

率。多项研究表明 ＭＥＬＤ评分亦可用于急性肝衰竭亚急性

ＡＣＬＦ的预后评估
［１２１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并发症在肝

衰竭患者中经常出现，在慢加急性衰竭中这些因素是影响患者

预后的重要因素［１４］。

本研究对筛选出的５种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显示仅ＰＴＡ（犘＝０．００２，犗犚＝０．７７８）为患者预后的独

立影响因素，其他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肝衰竭预后影响因

素结果多筛选出如年龄、ＴＢＩＬ、ＰＴＡ、ＭＥＬＤ评分、肝性脑病血

氨等多项独立危险因素［１１，１４］。考虑其原因与样本量较小有

关，并不能说明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筛选出的ＴＢＩＬ及 ＭＥＬＤ

评分等因子不是ＨＢＶ与ＨＥＶ重叠感染致ＡＣＬＦ患者的影响

因素。尚需继续收集资料，扩大样本量以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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