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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活血化瘀理论对老年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效果

何丹丹 熊雪娇*

郧西县中医医院 湖北 十堰 442600

摘 要：目的：探讨中医活血化瘀理论在老年心血管疾病治疗中的效果。方法：选取本院收治的老年心血管疾病

患者120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60例。对照组采用常规西医治疗，研究组在常规西医治疗基础上联合中
医活血化瘀方药治疗。对比两组治疗后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及治疗效果。结果：经过治疗，研究组在胸闷、胸痛、气

促、心悸等症状的改善上明显优于对照组，且治疗有效率显著提高。结论：中医活血化瘀理论在老年心血管疾病治疗

中具有显著效果，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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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老年心血管疾病是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病之

一，包括高血压、冠心病、中风等，严重影响老年人的

生活质量。中医活血化瘀理论作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心血管疾病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旨在探

讨中医活血化瘀理论在老年心血管疾病治疗中的效果，

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1��中医活血化瘀理论概述

中医活血化瘀理论是中医药学中的一项重要治疗原

则，旨在通过调理气血，消散瘀血，以达到舒筋活络、

恢复机体正常功能的目的。这一理论源远流长，深植于

中医经典之中，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与发

展。在中医看来，气血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

气血充盈、流畅，则人体健康；气血不足、瘀滞，则易导

致疾病。活血化瘀就是针对气血不足或气血瘀滞所采取的

一种治疗方法。通过活血化瘀，可以调和气血，促进新陈

代谢，增强机体抗病能力。活血化瘀的方法多种多样，包

括中药内服、外敷、针灸、推拿等。其中，中药内服是应

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方式。活血化瘀类中药多以辛温行散或

苦寒清泄为性，具有疏通血脉、消散瘀血的功效。这些中

药通过调理脏腑功能，改善气血循环，从而达到治疗疾病

的目的。当然，活血化瘀理论并非万能，其应用需遵循

辨证论治的原则[1]。在临床实践中，医生需根据患者的具

体病情、体质等因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同时，

活血化瘀治疗也需适度，过度使用或滥用活血化瘀药物

可能导致气血耗伤，加重病情。

2��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共选取某医院2022年1月至2023年1月期间收

治的老年心血管疾病患者120例。所有入选患者均符合
心血管疾病相关诊断标准，并经过临床影像学检查和实

验室检查确认。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排除患

有其他严重疾病、对研究用药过敏或近期接受过其他治

疗的患者。患者按照随机分组原则，采用随机数表法被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60例。两组患者在性
别、年龄、病程以及疾病严重程度等方面均无明显差异

（P > 0.05），从而保证两组之间具有良好的可比性。
2.2  治疗方法
对照组：遵循标准的西医治疗指南，为患者提供全

面而系统的常规治疗方案。（1）根据每位老年心血管
疾病患者的具体病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计划。对于大

多数患者，口服阿司匹林和他汀类药物是治疗方案的基

础。阿司匹林作为一种抗血小板药物，能够减少血栓形

成的风险，而他汀类药物则有助于降低血脂水平，减少

动脉硬化的进程。（2）对于那些表现出严重心绞痛症状
的患者，及时加用硝酸甘油类药物。这类药物能够扩张

冠状动脉，增加心肌的血液供应，从而有效缓解心绞痛

带来的不适。在治疗过程中，我们始终保持对患者病情

的密切关注，定期进行心电图、血压和血脂等指标的检

测，以便及时了解病情的变化[2]。（3）基于这些检测结
果，会定期对治疗方案进行调整。如果患者的病情得到

缓解，适当减少药物的用量或种类；如果病情出现加重

或反复，则会增加药物剂量或换用其他更有效的药物。

这样的治疗策略旨在最大程度地保证治疗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同时尽可能减少患者的不良反应和药物副作用。

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使用中医活血化瘀

方药治疗。方药的组成为：丹参20g、赤芍15g、益母
草15g、黄芪30g、红花10g、川芎15g、麦冬15g、当归
15g、延胡索15g、仙灵脾15g、三七10g、补骨脂15g、枳
壳10g、白术15g、炙甘草5g。将以上药物加水煎服，每
日1剂，分早晚两次服用。服药期间，对患者进行中医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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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施治，根据病情变化调整药方。

为了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研究中的所有

患者均由经验丰富的医师进行诊断和治疗。同时，也严

格控制研究过程中的各种干扰因素，以确保研究结果的

可靠性。

2.3  观察指标
本研究主要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胸闷、胸痛、气

促、心悸等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同时，还将根据临床

症状的改善程度来评估治疗的有效率。治疗有效率的计

算公式为：治疗有效率 = （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
数×100%。在整个治疗期间，将定期对患者进行随访和
检查，记录他们的病情变化和症状改善情况。同时，还

将对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进行严密观察和处

理，以确保患者的安全。通过以上方法，将全面评估中

医活血化瘀理论在老年心血管疾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为今后的临床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3]。

3��结果

经过三个月的治疗，两组患者在临床症状改善情况

及治疗效果上表现出显著差异。具体数据如下：

3.1  临床症状改善情况
组别 胸闷（分） 胸痛（分） 气促（分） 心悸（分）

对照组 1.2±0.3 1.0±0.2 1.3±0.3 1.2±0.4

研究组 0.4±0.1 0.3±0.1 0.5±0.2 0.5±0.3

由表可知，研究组在胸闷、胸痛、气促、心悸等症

状的改善上明显优于对照组。

3.2  治疗有效率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我们对两组老年心血管疾

病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比较。根据统计数

据显示，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为76.7%，这一比例虽
然不低，但仍有一部分患者未能获得理想的疗效。相比

之下，研究组的治疗有效率则高达94.1%，这意味着绝大
多数患者在接受中医活血化瘀治疗后，其胸闷、胸痛、

气促、心悸等心血管疾病症状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两组

之间的治疗有效率差异经过统计学处理，发现其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这一结果表明，在常规西医治
疗的基础上联合使用中医活血化瘀方药，能够显著提高

老年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效果。中医活血化瘀理论通过改

善血液循环、消散瘀血，能够有效缓解心血管疾病的症

状，促进患者身体的康复。

4��讨论

老年心血管疾病，作为老年人群体中的一大健康威

胁，其治疗一直是医学界关注的重点。由于其发病机制

的复杂性和多因素性，单一的治疗方法往往难以取得满

意的效果。中医活血化瘀理论作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老年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在研究中，发现通过联合使用中医活血化瘀方药与常规

西医治疗，老年心血管疾病患者的临床症状得到显著改

善，治疗有效率也大幅提高。这一结果不仅证实了中医

活血化瘀理论在心血管疾病治疗中的有效性，也进一步

探索中西医结合治疗提供新的方向。

活血化瘀理论强调通过调理气血、消除瘀滞来达到

治疗疾病的目的。在老年心血管疾病中，由于血管老

化、血液循环不畅等原因，血液瘀滞成为疾病发生和发

展的重要因素。中医活血化瘀方药能够扩张血管、降低

血液黏稠度、改善微循环，从而有效缓解胸闷、胸痛、

气促、心悸等症状。同时，这些药物还能够增强心肌功

能，促进心功能的恢复。中医活血化瘀理论还强调个体

化治疗的重要性。每个患者的情况都是独特的，因此在

治疗过程中需要根据患者的体质、病情等因素进行辨证

施治。

5��老年心血管疾病的中医活血化瘀治疗策略

5.1  辨证施治原则与个性化治疗方案
老年心血管疾病在中医理论中，多属于“胸痹”、

“心悸”、“心痛”等范畴。这些病症的发生与年老体

衰、脏腑功能失调、气血不和等因素有关。根据中医理

论，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应遵循辨证施治的原则，即根据

患者的个体差异和病情特点，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第一，需要对患者进行全面细致的望、闻、问、切四诊

合参，以了解其整体状况。老年患者多存在气血虚弱、

脏腑衰退等生理特点，因此在治疗时需特别考虑这些因

素。同时，老年心血管疾病往往病程较长，病情复杂，

常伴有多种并发症，这要求在辨证时需综合考虑各种病

理因素。第二，在辨证施治的过程中，需根据患者的体

质、病情轻重缓急以及邪气与正气的关系等因素，确定

相应的治法。对于气血虚弱的患者，需以益气养血为

主；对于脏腑衰退的患者，需以补益脏腑为主；对于病

情较重的患者，需以驱邪扶正为主[4]。第三，基于辨证结

果，为每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这些方案不仅

包括中药的选择与配伍，还涉及到生活方式、饮食习惯、

情绪管理等多方面的指导。例如，对于血瘀较重的患者，

可选用活血化瘀、行气止痛的方剂；对于气虚血瘀的患

者，则可采用益气活血、化瘀通络的治法。第四，治疗方

案的调整也是辨证施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随着患者病情

的变化和治疗的深入，原定的治疗方案可能需要进行适当

的调整。这需要医师密切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

用药和治法，以确保治疗效果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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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活血化瘀方剂选择与用药原则
活血化瘀方剂的选择与用药原则是老年心血管疾病

中医治疗中的关键步骤。方剂的选择应根据患者的证候

特点，以活血化瘀为主，兼顾其他病理因素，力求达到

标本兼治的效果。在选择方剂时，可根据患者的具体情

况选择经典方剂或加减化裁。如对于心血瘀阻的患者，

可选用血府逐瘀汤以活血化瘀、行气止痛；对于气虚血

瘀的患者，可选用补阳还五汤以益气活血、化瘀通络。

也可根据患者体质和病情轻重加减药物，以更好地适应

个体差异。在用药原则上，应注重药物的配伍禁忌和剂

量控制。活血化瘀药物多具有辛散、苦寒等性质，使用

时需根据患者的体质和病情选择适当的剂量和用法。应

避免药物之间的不良反应和相互作用，确保用药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活血化瘀治疗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长期坚

持并观察疗效。在治疗过程中，定期评估患者的病情变

化和药物反应，根据评估结果调整用药方案和剂量。通

过逐步调整和优化治疗方案，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5.3  中医药联合西药的治疗模式探讨
在老年心血管疾病的治疗中，中医药联合西药的治

疗模式也逐渐得到应用和推广。这种治疗模式的核心在

于发挥中医药和西药各自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协

同作用。中医药在辨证施治、个性化治疗、整体调节等

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

化的治疗方案，调节脏腑功能、改善气血循环等。而西

药则在药效明确、起效迅速等方面具有优势，能够针对

特定病理环节进行干预和治疗。在联合治疗过程中，需

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应确保中医药和西药在药理作用

上无冲突或不良反应；其次，需根据患者的病情和体质

特点选择合适的药物组合和剂量；最后，应定期监测患

者的病情变化和药物反应，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中西医

结合治疗还需注重患者的心理和社会因素。老年患者往

往存在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且社会支持系统相对较

弱。因此，在治疗过程中需加强患者的心理疏导和社会

支持，提高其治疗信心和遵医行为。

结束语

中医活血化瘀理论在老年心血管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价值不容忽视。这一理论强调通过调理气血、疏通经脉

来达到治病强身的效果。临床实践证实，针对老年患

者心血管功能减弱、血瘀气滞等病理特点，运用活血化

瘀方药能够显著改善胸闷、胸痛等症状，提高治疗有效

率。鉴于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应在老年心血管疾病治疗

中积极推广和应用中医活血化瘀理论及其方药，为患者

提供更多元化、个性化的治疗选择，助力他们恢复健

康，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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