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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心 血 管 健 康 与 疾 病 报 告 2020 概 要 指 出 [1]， 心 血 管 疾

病 死 亡 居 城 乡 居 民 总 死 亡 原 因 的 首 位 ， 农 村 为 45.91% ， 城 市

为 43.56% 。 精 神 心 理 障 碍 也 会 显 著 增 加 心 血 管 疾 病 的 发 病 率

和 病 死 率 。 研 究 显 示 20%耀40%的 慢 性 心 力 衰 竭 患 者 患 有 抑 郁 症 [2]，

31%耀45% 的 冠 状 动 脉 疾 病 患 者 抑 郁 症 状 显 著 [3]， 抑 郁 症 等 精

神 疾 病 已 然 成 为 心 脏 病 的 重 要 危 险 因 素 之 一 。 在 “ 生 物 原心 理 原

社 会 ” 医 学 模 式 不 断 发 展 的 今 天 ， 我 国 心 血 管 领 域 对 心 血 管

疾 病 与 心 理 情 绪 之 间 的 关 系 日 益 重 视 ， 并 从 预 防 与 治 疗 角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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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情志学说探讨双心疾病的病因病机，提出相应的治则治法，遣方用药，并结合中医特色心理疗

法以论治本病。双心疾病病位在心，与肝、脾、肾密切相关。病性总属本虚标实，虚为气血阴阳不足，心神失养；实

为气滞、血瘀、寒凝、痰浊。病机为肝郁气滞、痰瘀互结、心脾两虚和心肾不交。双心疾病辨治思路为：双心同治，

重视疏肝；调和营卫，顾护心体；通补兼施，并调兼证；平调阴阳，以和为期。同时，辅以情志相胜法、情志调摄法、

移情变气法、五行音乐法、开导劝说法等中医心理疗法以及导引运动、针灸推拿等中医特色疗法，对提升双心疾

病临床疗效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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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ouble Heart Disease from the

Theory of Emo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double heart disease from the emotional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treatment principles and methods, send

prescriptions and drugs, and combine the characteristic psychotherap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treat

this disease. Double heart disease is located in the heart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iver, spleen and kidney.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disease nature is deficiency in origin and excess in superfcislity. The deficiency

includes lack of Qi, blood, Yin and Yang, as well as the loss of mental health. The excess includes Qi stagnation,

blood stasis, cold coagulation and phlegm turbidity. The pathogenesis is liver depression and Qi stagnation,

phlegm and blood stasis, deficiency of the heart and spleen, and heart and kidney failure. The thought of differ原

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double heart disease is to treat both hearts together, pay attention to soothing the liver,

coordinate the camp and guard, take care of the heart and body, apply both tonifying and complementing, adjust

and prove simultaneously, and balance Yin and Yang to make harmony. At the same tim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sychotherapy such as the method of winning emotions, the method of adjusting emotions, the method

of changing emotions into Qi, the method of five elements music, the method of enlightening and persuading, as

well as the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racteristic therapies such as guiding exercise,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double hear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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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立 了 “ 双 心 医 学 ” [4]， 以 研 究 和 处 理 与 心 脏 疾 病 相 关 的 情 绪 、

社 会 环 境 及 行 为 问 题 [5]。 国 际 心 身 医 学 会 曾 宣 告 ： “ 世 界 心 身

医 学 应 向 中 医 学 寻 找 智 慧 ” [6]， 且 现 有 研 究 证 明 中 医 药 治 疗 双

心 疾 病 疗 效 确 切 [7-9]。 笔 者 试 从 中 医 情 志 学 说 及 现 有 研 究 成 果

探 讨 双 心 疾 病 的 临 床 诊 疗 。

1 中医情志学说来源

中 医 学 认 为 情 志 是 七 情 与 五 志 的 统 称 。 七 情 为 人 类 情 感

的 概 括 ， 五 志 为 七 情 与 脏 腑 五 行 归 类 对 应 。 中 医 情 志 学 说 最

早 可 见 于 《 黄 帝 内 经 》 ， 将 脏 腑 与 情 志 关 联 为 中 医 情 志 学 说 的

建 立 打 下 了 基 础 。 《 素 问 · 阴 阳 应 象 大 论 篇 》 提 出 五 脏 化 气 而

生 喜 怒 悲 忧 恐 [10]。 《 素 问 · 宣 明 五 气 篇 》 亦 提 出 五 脏 藏 神 魂 魄 意

志 [10]。 至 南 宋 时 期 ， 陈 无 择 在 《 三 因 极 一 病 证 方 论 · 三 因 论 》 中

明 确 了 “ 七 情 ” 概 念 [11]， 确 定 其 为 重 要 致 病 因 素 ， 随 后 中 医 情 志

学 说 在 历 史 发 展 中 逐 渐 完 善 。 情 志 活 动 以 脏 腑 气 化 为 基 础 ，

五 脏 感 受 天 行 四 时 之 气 则 化 为 五 气 ， 构 成 人 之 情 志 。 在 生 理

情 况 下 ， 适 度 的 情 志 活 动 是 人 体 气 机 调 节 的 重 要 方 式 。 病 理

情 况 下 ， 七 情 太 过 或 不 及 ， 脏 腑 气 机 失 调 则 百 病 由 生 。

2 中医情志学说对“双心疾病”的认识

心 为 君 主 之 官 ， 为 五 脏 六 腑 之 大 主 ， 主 神 与 血 脉 ， 此 即

“ 血 脉 之 心 ” 与 “ 神 明 之 心 ” ， 名 为 “ 双 心 ” 。 《 类 经 · 藏 象 类 》 有

言 ：“ 而 凡 情 志 之 属 ， 惟 心 所 统 ” [12]， 即 心 主 导 精 神 情 志 活 动 。 五

志 过 极 ， 首 伤 心 神 ， 继 而 波 及 他 脏 ， 如 《 灵 枢 · 邪 气 藏 腑 病 形 》

云 ：“ 愁 忧 恐 惧 则 伤 心 ” [13]。 同 时 ， 心 之 本 脏 受 累 ， 亦 可 导 致 情 志

失 调 。 《 灵 枢 · 平 人 绝 谷 》 云 ： “ 血 脉 和 利 ， 精 神 乃 居 。 ” [13]心 之 气

血 阴 阳 平 衡 ， 情 志 和 调 ， 神 守 其 位 。 若 气 血 阴 阳 亏 虚 ， 血 脉 不

畅 ， 邪 扰 心 神 ， 心 失 所 养 ， 则 为 心 悸 ； 寒 凝 、 血 瘀 、 气 滞 、 痰 浊 等

有 形 实 邪 ， 阻 滞 心 脉 ， 胸 阳 不 展 ， 则 为 胸 痹 ； 寒 、 痰 、 瘀 等 邪 痹

阻 心 脉 ， 气 虚 阳 衰 、 血 瘀 水 停 ， 则 为 心 衰 ； 阳 盛 阴 衰 ， 阳 不 如 于

阴 ， 心 肾 不 交 则 为 不 寐 。 凡 心 为 疾 患 ， 有 形 实 邪 困 阻 心 脉 ， 血 脉

不 畅 、 心 失 所 养 ， 或 久 病 劳 倦 耗 伤 ， 则 导 致 精 神 散 乱 、 情 志 不

和 、 乏 味 烦 躁 易 怒 、 抑 郁 不 舒 、 夜 寐 不 安 、 神 疲 懒 言 等 精 神 障 碍 。

综 上 所 述 ， 双 心 疾 病 属 于 中 医 学 心 系 疾 病 与 中 医 学 的 “ 郁

证 ” “ 脏 躁 ” “ 百 合 病 ” 等 疾 病 的 结 合 。 双 心 疾 病 病 位 在 心 ， 与

肝 、 脾 、 肾 密 切 相 关 。 病 性 总 属 本 虚 标 实 ， 虚 为 气 血 阴 阳 不 足 ，

心 神 失 养 ； 实 为 气 滞 、 血 瘀 、 寒 凝 、 痰 浊 。 初 起 多 实 ， 病 情 日 久

则 易 发 展 为 虚 实 夹 杂 或 虚 证 。 其 总 体 病 机 可 概 括 为 肝 郁 气 滞 、

痰 瘀 互 结 、 心 脾 两 虚 和 心 肾 不 交 。 素 体 情 志 不 遂 、 肝 失 疏 泄 ，

可 见 抑 郁 不 欢 、 情 绪 低 落 ， 或 伴 有 胸 胁 胀 满 疼 痛 。 肝 郁 化 火 日

久 ， 则 表 现 为 烦 躁 、 易 怒 。 肝 失 疏 泄 、 气 机 不 畅 、 血 行 受 阻 而 成

瘀 血 ， 或 水 液 代 谢 失 调 、 内 生 痰 浊 、 瘀 血 痰 浊 痹 阻 心 脉 ， 不 通

则 痛 ， 故 发 为 胸 痹 、 心 痛 。 心 病 日 久 ， 母 病 及 子 ， 或 久 病 情 志 不

调 ， 抑 郁 忧 思 伤 脾 ， 脾 失 健 运 ， 后 天 不 健 而 气 血 乏 源 ， 最 终 心

脾 两 虚 ， 营 血 无 以 养 心 神 而 发 为 失 眠 多 梦 。 同 时 ， 思 则 气 结 ，

中 土 运 化 水 湿 不 利 ， 痰 浊 内 生 ， 困 于 中 焦 则 胸 闷 、 纳 呆 ； 痰 气

郁 结 ， 蒙 蔽 心 窍 ， 则 表 现 为 表 情 淡 漠 、 神 志 呆 钝 、 哭 笑 无 常 等 ；

痰 瘀 结 于 咽 喉 则 发 为 咽 中 如 有 炙 脔 等 。 肺 在 志 为 忧 ， 过 度 悲

伤 或 忧 虑 ， 首 先 伤 肺 。 肺 失 宣 降 ， 则 表 现 为 数 欠 伸 或 善 太 息 ；

郁 久 化 热 ， 化 燥 伤 及 肺 之 气 阴 ， 则 发 为 脏 躁 、 百 合 病 等 。 病 情

日 久 ， 必 然 伤 及 肾 精 ， 肾 阴 亏 虚 ， 阳 不 入 于 阴 ， 心 肾 不 交 ， 则 可

见 情 绪 不 宁 、 心 烦 失 眠 、 五 心 烦 热 、 多 梦 遗 精 等 。

现 代 研 究 [14-16] 表 明 ， 双 心 疾 病 的 发 生 与 下 丘 脑 原 垂 体 原 肾

上 腺 轴 被 抑 制 ， 血 液 皮 质 醇 和 儿 茶 酚 胺 增 高 ， 同 型 半 胱 氨 酸

增 高 ， 炎 症 因 子 增 多 ， 心 脏 交 感 神 经 过 度 兴 奋 和 ( 或 ) 副 交 感 神

经 活 性 降 低 ， 以 及 中 枢 神 经 系 统 中 5-HT水 平 降 低 等 因 素 有 关 。

3 基于情志学说对“双心疾病”的论治

3.1 双心同治，重视疏肝 肝 心 属 母 子 关 系 ， 心 主 血 脉 而 藏

神 。 肝 主 疏 泄 而 藏 血 ， 助 心 行 血 而 周 身 血 运 顺 畅 ， 因 而 精 神 、

情 志 得 养 ， 此 即 “ 血 道 由 肝 ” [17]。 同 时 手 少 阴 心 经 、 足 厥 阴 肝 经

同 经 胸 胁 而 交 于 心 中 ， 肝 心 两 脏 在 生 理 功 能 及 经 络 联 系 上 关

系 密 切 。 气 机 调 畅 则 形 神 和 调 ， 气 机 逆 乱 则 百 病 由 生 。 肝 失 疏

泄 ， 情 志 失 调 ， 七 情 内 伤 ， 致 脏 腑 气 机 紊 乱 ， 血 行 受 扰 ， 然 “ 七

情 内 伤 ” 首 先 伤 及 心 神 。 《 灵 枢 · 口 问 》 云 ： “ 悲 哀 愁 忧 则 心 动 ，

心 动 则 五 脏 六 腑 皆 摇 。 ” [13]

《 明 医 杂 著 · 医 论 》 强 调 ： “ 凡 心 脏 得 病 ， 必 先 调 其 肝 肾 二

脏 ” [18]， 故 治 疗 上 以 “ 木 郁 达 之 ” 为 调 肝 之 法 ， 治 疗 双 心 疾 病 当

从 疏 肝 解 郁 、 调 畅 气 机 、 调 理 气 血 入 手 。 临 床 选 方 多 以 柴 胡 疏

肝 散 、 逍 遥 散 、 经 方 柴 胡 剂 为 基 础 进 行 加 减 化 裁 。 姚 祖 培 在 柴

胡 疏 肝 散 组 方 基 础 上 创 拟 双 心 汤 以 治 疗 冠 心 病 合 并 心 理 障

碍 ， 临 床 疗 效 确 切 [19]。 沈 虹 等 [20]发 现 调 心 方 能 够 调 节 冠 心 病 伴

焦 虑 患 者 的 焦 虑 症 状 ， 改 善 睡 眠 质 量 ， 调 节 躯 体 和 精 神 心 理

状 态 。

3.2 调和营卫，顾护心体 卫 气 行 于 脉 外 ， 抵 御 外 邪 、 温 煦 四

肢 、 鼓 舞 气 化 ； 营 气 行 于 脉 中 ， “ 和 调 于 五 脏 ， 洒 陈 于 六 腑 ” ， 滋

养 五 脏 六 腑 ， 四 肢 百 骸 。 《 难 经 集 注 · 卷 之 二 》 云 ： “ 心 者 ， 营 卫

之 本 。 ” [21] 心 主 血 脉 ， 心 气 推 动 心 血 运 行 于 周 身 ， 濡 养 脏 腑 器

官 、 四 肢 百 骸 。 水 谷 之 精 微 化 生 成 为 心 之 营 阴 ， 营 养 全 身 、 充

盛 经 脉 、 化 生 血 液 ， 如 《 灵 枢 · 邪 客 》 所 载 ： “ 营 气 者 ， 泌 其 津 液 ，

注 之 于 脉 ， 化 而 为 血 ， 以 荣 四 末 ， 内 注 五 脏 六 腑 ” [10]。 心 营 充 沛 ，

则 心 之 功 能 正 常 ， 人 之 生 命 活 动 得 以 进 行 。 心 神 主 导 营 卫 ， 随

血 脉 环 流 于 周 身 ， 此 即 “ 营 卫 者 ， 血 之 所 充 也 ” 。 营 卫 巡 行 而 滋

养 心 神 ， 神 机 协 调 五 脏 气 化 ， 生 克 制 化 有 度 ， 形 与 神 俱 ， 则 达

饮 食 有 节 、 起 居 有 常 、 精 神 内 守 的 生 命 状 态 。 感 受 外 邪 、 久 病

不 愈 、 情 志 过 激 ， 均 会 损 伤 心 之 气 营 。 营 卫 失 调 ， 脏 腑 气 化 失

司 ， 则 出 现 神 志 不 安 、 精 神 萎 靡 不 振 、 纳 差 、 夜 寐 不 安 等 形 神

共 病 症 状 。 久 病 伤 脾 肾 ， 先 后 天 之 本 被 伤 ， 伤 及 精 血 ， 心 体 失

养 更 甚 ， 表 现 为 心 悸 、 自 汗 、 喘 息 不 得 卧 等 。 总 之 ， 营 卫 为 心 神

之 本 ， 心 神 调 控 脏 腑 营 卫 ， 反 之 ， 精 神 情 志 也 能 影 响 营 卫 。 气

营 被 伤 ， 脏 腑 气 化 失 司 ， 卫 气 运 行 逆 乱 ， 营 气 滞 塞 不 通 ， 导 致

肝 失 疏 泻 而 发 为 各 类 情 志 表 现 ， 如 紧 张 、 焦 虑 、 抑 郁 等 ， 正 如

《 灵 枢 · 口 问 》 所 言 ：“ 忧 思 则 心 系 急 ” [13]。

治 疗 上 ， 当 坚 持 “ 损 其 心 者 ， 调 其 营 卫 ” ， 调 和 营 卫 即 为 调

和 心 之 气 营 ， 心 之 气 营 调 和 。 营 可 正 常 化 生 血 液 ， 气 可 正 常 推

动 血 脉 运 行 。 血 中 神 复 健 ， 血 中 神 即 心 藏 之 神 。 心 神 恢 复 ， 则

心 病 可 复 矣 。 常 用 方 剂 为 炙 甘 草 汤 、 生 脉 散 、 桂 枝 汤 类 方 等 。

王 颖 [22]发 现 炙 甘 草 汤 联 合 常 规 西 医 治 疗 能 明 显 改 善 慢 性 心 衰

合 并 抑 郁 症 患 者 中 医 症 状 体 征 ， 提 高 生 活 质 量 ， 缓 解 抑 郁 状

态 。 国 医 大 师 薛 伯 寿 临 证 时 善 用 桂 甘 龙 牡 汤 调 三 焦 、 和 营 卫 ，

以 治 疗 双 心 疾 病 [23]。

3.3 通补兼施，并调兼证 《 临 证 指 南 医 案 · 郁 》 曰 ： “ 郁 则 气

滞 ， 气 滞 久 则 化 热 。 ” [24]双 心 疾 病 患 者 心 血 管 疾 病 与 精 神 心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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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碍 并 存 ， 病 程 日 久 ， 气 血 津 液 亏 耗 ， 易 出 现 种 种 兼 证 。 故 双

心 疾 病 临 床 多 以 虚 实 夹 杂 证 为 主 ， 临 床 诊 疗 当 通 补 兼 施 ， 并

调 兼 证 。

患 者 抑 郁 日 久 ， 气 郁 而 化 热 ， 火 热 灼 津 成 痰 。 加 之 患 者 心

血 管 宿 疾 ， 血 络 不 通 ， 痰 热 阻 滞 心 脉 ， 痰 瘀 更 甚 ， 表 现 为 时 发

胸 闷 痛 、 面 红 目 赤 、 心 烦 易 怒 、 头 晕 耳 鸣 ， 舌 红 苔 黄 腻 ， 脉 弦 滑

数 ， 此 即 肝 郁 化 火 、 痰 火 扰 心 。 疏 肝 理 气 之 品 多 辛 温 偏 燥 ， 易

助 火 伤 阴 ， 当 合 以 苦 寒 或 甘 寒 之 药 ， 清 泻 肝 火 ， 理 气 解 郁 。 临

床 常 用 丹 栀 逍 遥 散 、 黄 连 温 胆 汤 ， 对 痰 热 较 重 者 ， 可 加 天 竺

黄 、 竹 沥 等 。 龙 顺 等 [25]发 现 心 脏 神 经 官 能 症 肝 气 郁 结 证 患 者 使

用 丹 栀 逍 遥 散 加 减 联 合 倍 他 乐 克 干 预 ， 临 床 疗 效 显 著 且 不 良

反 应 发 生 率 较 低 。

忧 虑 过 度 、 气 机 郁 滞 、 肝 郁 犯 脾 ， 中 焦 运 化 水 湿 不 利 ， 痰

湿 上 蒙 心 神 ， 或 脾 胃 气 虚 ， 后 天 生 化 不 足 ， 心 神 失 养 ， 临 床 可

出 现 失 眠 、 健 忘 、 抑 郁 寡 欢 等 症 ， 可 予 逍 遥 散 化 裁 ； 若 以 脾 胃

虚 弱 ， 气 血 化 生 乏 源 为 主 ， 则 予 归 脾 汤 以 补 益 气 血 ； 若 心 脾 气

血 两 虚 ， 心 阴 受 损 ， 心 神 不 宁 为 主 ， 表 现 为 心 悸 怔 忡 ， 虚 烦 失

眠 ， 可 予 天 王 补 心 丹 以 滋 阴 补 血 、 养 心 安 神 ； 若 忧 虑 较 甚 ， 五

志 化 火 ， 耗 伤 心 阴 ， 加 之 脾 胃 气 血 不 足 ， 可 致 神 志 失 常 、 无 故

悲 伤 哭 泣 等 症 ， 则 予 甘 麦 大 枣 汤 调 补 气 血 、 养 心 安 神 。 王 帅 等 [26]

以 “ 木 壅 土 郁 ” 立 论 ， 认 为 脾 土 壅 滞 是 本 病 发 病 的 关 键 ， 土 壅

与 木 郁 往 往 互 为 因 果 ， 水 谷 精 微 不 布 ， 浊 阴 不 降 ， 留 于 脉 内 肌

肤 ， 化 瘀 成 痰 ， 终 成 “ 膏 浊 ” 之 态 ， 治 疗 方 面 以 大 柴 胡 汤 化 裁 ，

自 拟 通 脉 降 浊 方 ， 疗 效 良 好 。

久 病 多 瘀 ， 双 心 疾 病 患 者 本 有 心 血 管 系 统 疾 病 ， 血 络 不

畅 而 为 瘀 ， 且 情 志 不 畅 ， 肝 气 不 疏 ， 多 见 气 滞 血 瘀 者 ， 予 血 府

逐 瘀 汤 加 减 ； 如 血 瘀 较 甚 ， 可 酌 情 加 丹 参 、 三 棱 、 莪 术 等 ； 然 病

程 缠 绵 、 久 病 入 络 者 ， 可 酌 加 虫 类 药 增 强 通 络 之 效 ， 如 地 龙 、

全 蝎 等 。 王 颖 等 [27]使 用 血 府 逐 瘀 汤 加 味 联 合 氟 哌 噻 吨 美 利 曲

辛 片 治 疗 慢 性 心 力 衰 竭 合 并 抑 郁 症 血 行 郁 滞 证 的 疗 效 明 显 ,

可 能 与 下 调 血 清 TNF-琢、 IL-8、 IL-2 水 平 有 关 。

“ 阳 本 乎 阴 ， 心 本 乎 肾 ” 。 心 疾 日 久 ， 伤 及 肾 阴 ， 肾 水 不 济

于 心 ， 心 肾 不 交 ， 心 火 偏 亢 而 不 下 济 于 肾 ， 表 现 为 心 悸 怔 忡 ，

烦 躁 胸 闷 ， 夜 寐 不 安 ， 舌 红 少 津 ， 脉 细 数 等 。 治 当 滋 阴 清 热 ， 交

通 心 肾 ， 方 以 交 泰 丸 、 黄 连 阿 胶 汤 等 加 减 治 疗 。 张 晓 羽 等 [28] 发

现 黄 连 阿 胶 汤 配 合 西 药 不 仅 能 够 缓 解 高 血 压 伴 焦 虑 状 态 患

者 的 焦 虑 情 绪 , 还 能 协 同 降 压 。 高 思 妍 等 [29]发 现 左 归 丸 合 交 泰

丸 加 减 能 够 显 著 降 低 老 年 原 发 性 高 血 压 合 并 失 眠 患 者 的 血

压 ， 并 改 善 睡 眠 质 量 。

情 志 不 遂 ， 气 郁 化 火 伤 阴 ， 心 肺 郁 热 。 心 肺 调 达 周 身 血

脉 ， 心 肺 协 调 则 百 脉 皆 得 其 养 ， 反 之 则 百 脉 俱 受 其 累 。 如 《 金

匮 要 略 · 百 合 狐 惑 阴 阳 毒 病 证 治 三 》 言 百 合 病 “ 如 有 神 灵 者 ” [30]

之 表 现 ， 治 以 润 肺 清 心 、 滋 阴 清 热 ， 方 以 百 合 地 黄 汤 加 减 。

LIU J L 等 [31]发 现 养 心 方 能 够 改 善 冠 心 病 稳 定 型 心 绞 痛 患 者

冠 脉 狭 窄 及 主 观 睡 眠 质 量 。

3.4 平调阴阳，以和为期 广 义 的 和 法 包 含 了 所 有 中 医 的 治

法 ， 以 调 和 阴 阳 为 要 。 和 调 肝 木 ， 使 其 疏 泄 有 度 。 气 血 顺 畅 ， 则

郁 证 自 除 。 凡 周 身 之 疾 ， 不 外 和 调 阴 阳 。 双 心 疾 病 诊 疗 不 能 过

用 克 伐 ， 应 调 和 脏 腑 功 能 、 推 动 机 体 自 身 平 衡 ， 不 可 因 药 味 再

伤 正 气 ， 造 成 人 体 阴 阳 新 的 紊 乱 。 双 心 疾 病 诊 疗 多 配 伍 疏 肝

理 气 之 品 ， 然 此 类 药 物 多 香 燥 ， 易 耗 伤 阴 血 ， 久 之 则 肝 阴 不 足

易 致 肝 阳 上 亢 ， 故 疏 肝 之 品 不 宜 过 量 ， 可 适 当 配 伍 养 血 柔 肝

之 品 ， 如 当 归 、 枸 杞 子 、 生 地 黄 、 白 芍 等 。 狭 义 的 和 法 仅 指 和 解

之 法 。 而 双 心 疾 病 患 者 少 阳 枢 机 不 利 、 气 机 不 畅 、 营 卫 不 和 ，

亦 为 引 发 情 志 疾 病 的 重 要 因 素 ， 故 治 疗 上 多 以 柴 胡 剂 和 解 少

阳 ， 疏 肝 解 郁 ， 如 小 柴 胡 汤 等 方 。 徐 凤 芹 以 “ 和 ” 法 诊 疗 双 心 疾

病 ， 临 床 上 善 用 小 柴 胡 汤 和 解 少 阳 ， 四 逆 散 调 和 肝 脾 ， 乌 梅 丸

平 调 寒 热 ， 临 床 疗 效 满 意 [32]。

4 中医心理疗法

4.1 情志相胜法 “ 情 志 相 胜 ” 指 施 术 者 运 用 一 种 或 多 种 情

志 刺 激 ， 以 减 轻 患 者 的 病 态 情 志 。 “ 悲 可 以 制 怒 ， 以 怆 恻 苦 楚

之 言 感 之 。 ” [33]双 心 疾 病 患 者 多 对 自 身 疾 病 缺 乏 了 解 ， 且 对 疾

病 预 后 及 调 护 认 识 不 足 ， 多 伴 有 抑 郁 、 焦 虑 ， 多 属 “ 悲 ” 。 七 情

相 胜 理 论 中 “ 喜 胜 悲 ” 的 方 法 ， 可 营 造 病 区 内 和 谐 的 气 氛 ， 缓

解 患 者 的 焦 虑 、 抑 郁 状 态 。 李 延 芳 [34]研 究 表 明 七 情 相 胜 法 等 中

医 情 志 护 理 可 有 效 缓 解 患 者 的 负 面 情 绪 ， 提 高 患 者 满 意 度 ，

缩 短 住 院 时 间 。

4.2 情志调摄法 《 格 致 余 论 · 房 中 补 益 论 》 曰 ： “ 医 者 立 教 ，

恬 淡 虚 无 ， 精 神 内 守 。 ” [35]对 患 者 的 不 同 情 志 表 现 ， 应 采 用 不 同

方 式 的 情 志 调 摄 。 同 时 应 营 造 良 好 的 医 患 沟 通 环 境 ， 减 少 环

境 为 患 者 带 来 的 紧 身 压 力 。 医 生 当 主 动 与 患 者 交 流 ， 常 以 安

慰 、 支 持 、 鼓 励 等 积 极 回 应 消 除 患 者 负 面 情 绪 ， 以 成 功 案 例 树

立 患 者 治 疗 信 心 ， 让 患 者 能 够 正 确 面 对 疾 患 ， 积 极 进 行 治 疗 。

4.3 移情变气法 所 谓 移 情 ， 即 为 转 移 患 者 注 意 力 于 其 他 事

物 ； 变 气 ， 即 为 条 畅 周 身 气 机 以 使 不 良 情 绪 自 消 。 王 冰 认 为 移

情 “ 皆 使 邪 不 伤 正 ， 精 神 复 强 而 内 守 也 ” 。 钟 金 兰 等 [36]使 用 移 情

易 性 法 等 中 医 情 志 护 理 方 式 对 冠 状 动 脉 粥 样 硬 化 性 心 脏 病

介 入 术 术 后 患 者 进 行 护 理 ， 发 现 其 效 果 优 于 “ 双 心 护 理 ” 模 式 。

4.4 五行音乐法 《 史 记 · 乐 书 》 记 载 音 乐 可 “ 流 通 精 神 而 和

正 心 ” [37]。 《 理 瀹 骈 文 · 与 同 人 析 外 治 之 疑 义 》 亦 认 为 以 音 乐 疗

法 “ 胜 于 服 药 者 也 ” [38]。 五 行 音 乐 法 即 根 据 五 行 合 五 音 原 理 ， 运

用 五 行 之 间 相 生 相 克 原 理 治 疗 患 者 的 不 良 情 志 。 林 淑 惠 等 [39]

运 用 音 乐 疗 法 配 合 穴 位 按 摩 治 疗 双 心 疾 病 ， 发 现 患 者 胸 闷 、

胸 痛 等 症 状 明 显 改 善 ， 优 于 常 规 治 疗 组 。

4.5 开导劝说法 《 灵 枢 · 师 传 》 认 为 对 患 者 需 要 “ 告 之 以 其

败 ， 语 之 以 其 善 ， 导 之 以 其 所 便 ， 开 之 以 其 所 苦 。 ” 表 明 医 患 间

合 理 的 沟 通 是 取 得 良 好 疗 效 的 重 要 保 障 。 孙 思 邈 首 创 与 患 者

“ 共 语 ” ， 以 提 高 患 者 的 依 从 性 ； 吴 鞠 通 在 《 医 医 病 书 · 治 内 伤

须 祝 由 论 》 中 言 ： “ 详 告 以 病 之 所 由 来 ” [40]， 即 详 尽 解 释 患 者 之

疑 惑 ， 以 取 得 良 好 疗 效 。 由 上 可 见 良 医 治 病 ， 善 用 语 言 艺 术 可

事 半 功 倍 。 患 者 因 其 心 身 疾 病 之 苦 ， 而 发 为 焦 虑 抑 郁 。 临 床 面

对 双 心 疾 病 患 者 时 ， 医 生 应 当 对 患 者 常 怀 同 情 心 以 取 得 患 者

信 任 ， 鼓 励 其 倾 诉 ， 从 而 帮 助 其 消 除 负 性 心 理 ， 正 视 疾 病 、 树

立 信 心 。

5 中医特色疗法

5.1 导引运动 “ 阴 平 阳 秘 ， 精 神 乃 治 ” 。 太 极 拳 、 八 段 锦 、 五

禽 戏 等 导 引 术 遵 守 动 中 有 静 ， 静 中 蕴 动 的 原 则 ， 能 使 形 神 舒

畅 、 心 神 安 和 。 现 代 医 家 认 为 [41-42] 太 极 拳 、 八 段 锦 等 导 引 术 属

于 中 小 强 度 的 有 氧 运 动 ， 对 于 改 善 心 血 管 疾 病 焦 虑 、 抑 郁 状

态 疗 效 确 切 。 太 极 拳 动 作 中 的 内 三 合 心 法 ， 要 求 在 进 行 太 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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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 时 做 到 “ 心 与 意 合 、 意 与 气 合 、 气 与 力 合 ” ， 使 得 周 身 脏 腑 气

血 相 互 联 系 交 融 ， 以 达 到 形 神 兼 修 之 境 界 。 八 段 锦 可 调 神 、 调

息 、 调 形 ， 协 调 形 体 活 动 、 精 神 情 志 、 呼 吸 节 律 ， 使 人 体 精 、 气 、

神 和 谐 统 一 ， 从 而 达 到 心 身 健 康 。

5.2 针灸推拿 针 灸 推 拿 治 疗 本 身 就 是 一 种 心 身 同 治 过 程 ，

可 将 “ 治 神 ” 的 理 论 贯 穿 于 针 灸 治 疗 的 整 个 过 程 。 针 灸 推 拿 通

过 经 络 、 腧 穴 的 联 系 、 感 应 、 调 节 作 用 ， 配 合 相 应 手 法 ， 以 调 和

阴 阳 、 濡 养 脏 腑 、 疏 通 经 络 ， 从 而 治 疗 周 身 疾 病 。 YANG Y 等 [43]

以 手 厥 阴 心 包 经 和 督 脉 为 主 取 穴 ， 佐 以 足 阳 明 胃 经 、 足 太 阴

脾 经 及 任 脉 ， 治 疗 冠 心 病 伴 焦 虑 抑 郁 患 者 取 得 了 良 好 的 疗

效 。 白 如 鑫 等 [44]发 现 针 灸 结 合 有 氧 运 动 能 够 改 善 冠 心 病 患 者

的 焦 虑 和 抑 郁 症 状 ， 促 进 心 脏 康 复 。 刘 景 璐 等 [45]以 中 药 联 合 穴

位 按 摩 及 五 音 疗 法 ， 治 疗 双 心 失 眠 患 者 取 得 了 良 好 疗 效 。

6 结 语

以 情 志 相 胜 法 为 代 表 的 中 医 心 理 疗 法 及 以 针 灸 推 拿 为

代 表 的 中 医 特 色 疗 法 在 双 心 疾 病 的 诊 疗 上 能 发 挥 积 极 作 用 。

今 后 的 研 究 需 要 发 挥 中 医 药 自 身 特 色 ， 以 循 证 医 学 理 念 ， 开

展 大 样 本 多 中 心 的 随 机 双 盲 对 照 试 验 以 及 真 实 世 界 的 临 床

研 究 [46-47]， 客 观 评 价 中 医 的 临 床 疗 效 ， 以 期 为 中 医 药 治 疗 双 心

疾 病 提 供 完 善 的 循 证 医 学 证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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