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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中医院心血管科中药处方用药特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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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统计分析某中院心血管科随机时间段内中药处方，了解心血管类疾病的中药使用特点。方法：收集某中医院
2017 年 2-3 月心血管科 472 份中药处方，统计分析处方中中药饮片使用情况。结果：心血管疾病用药的频数和用药剂量上都
存在一定的规律，在心血管疾病用药频数上，使用最多的中药是甘草、当归及茯苓等；在用药剂量上，用量较大的有黄芪、白
术及当归等。结论：心血管疾病用药频数和剂量方面补虚药为最，与老年病患群较多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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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edicine prescriptions in cardiovascular department of a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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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In oder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medicine were used characteristics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by means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a cardiovascular hospital in the random period of Chinese medicine 
prescriptions.Metho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 prescriptions were analyzed which collecting 472 
prescriptions of Chinese medicine in cardiovascular department of a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in 2017, 
2-3.Results There are certain rules in the frequency and dosage of medication o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what the most used drugs are licorice, angelica and poria cocos on the frequency of 
medication and the most frequently are astragalus, atractylodes and angelica etc..Conclusion The most 
frequency and dose of cardiovascular drugs are tonic medicines which there are some correlations among the 
elderly patients. 
Key word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scription;Medicate characteristics of 
TCM. 
 

心血管疾病是全球死亡率靠前的疾病，高血压、冠心病
及糖尿病更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且常多种疾病并存；
服用化学药物，不仅需同时服用的药物种类较多，只能起到
缓解症状的作用；其潜在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也较高。
而中药作为我国传统中医特有的药物

[1-2]
，因其多饮片药物的

多组分性，常能从扩张冠脉，增加血流量，促进机体水液代
谢功能，提高人体免疫力及恢复机体器官功能等多方面同时
发挥作用，对治疗心血管疾病有着独特的优势

[3-9]
。目前我国

正处于人口老龄化上升阶段，这也直接导致了心血管疾病的
发病人数持续增加

[10-15]
。为了解老年心血管疾病患者的中药

处方用药现状，分析处方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现对某中医院 2017 年 2-3 月心血管内科中药处方进行统计
分析，供临床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随机群体抽样的方法，抽取 2017 年 2-3 月某中医院
心血管科中药处方共 472 张。 

1.2 方法 

对所收集的处方进行逐一审查，不考虑不区分医生处方
用药特点，全面记录就诊患者的疾病诊断及处方用药的药品
名称和用药剂量，并将其按照疾病诊断进行分类统计，计算
出各种药物的出现频数及用药剂量。处方中最常见的疾病诊
断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故在饮片使用频数分析时以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其他疾病分类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患者年龄性别特点 

从统计结果来看见图 1，心血管疾病患者常发生在中老
年人群中，其中 60-80 岁年龄段的患者较其他年龄段多，占
58%。总体女性患者较男性患者略多，占 53%。 

 

 
图 1 某中医院心血管科 2-3 月患者年龄性别分布特点 
2.2 处方中饮片数组成特点 

从 472 份处方统计结果来看，处方中饮片数目不同，结
果见图 2。处方中饮片最多有 22 味药，最少只有 1 味药，未
见 6 味和 9 味药的处方。12 味药的处方数有 78 份为最多，
11-17 味药的处方有 326 份，占处方总数的 69.07%。 

 

 
图 2  某中医院心血管科处方中饮片数组成特点 

2.3 处方中不同功效中药使用频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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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编写《中药学》教材对中药的功
效分类方法，对所收集处方中药使用频数进行分类统计，其
结果见表 1。 

表 1 某中医院心血管科不同疾病不同功能中药使用频数特点 

分类 高血压 糖尿病 冠心病 其他 

补虚药 266 243 342 370 

清热药 227 130 179 203 
活血化瘀药 210 53 243 130 

平肝息风药 100 6 49 61 

利水渗湿药 76 49 68 145 
化痰湿药 65 62 145 132 

安神药 62 30 21 23 

理气药 98 14 192 134 
解表药 46 25 74 40 

温里药 10 13 5 15 

祛风湿药 16 5 4 16 
消食药 10 0 6 12 

固涩药 5 2 20 16 

根据表 1 可以看出，心血管疾病用药频次最高的是补虚
药。其中，高血压用药归类依据使用频次的高低排列如下：
补虚药>清热药>活血化瘀药>平肝息风药>理气药>利水渗湿
药。糖尿病用药归类依据使用频次的高低排列如下：补虚药>

清热药>化痰湿药>活血化瘀药>利水渗湿药。冠心病用药归类
依据使用频次的高低排列如下：活血化瘀药>补虚药>清热药>

理气药>化痰湿药。其他心血管疾病用药归类依据使用频次的
高低排列如下：补虚药>清热药>利水渗湿药>理气药>化痰湿
药>活血化瘀药。除了冠心病使用活血化瘀药稍多于补虚药外，
其余各心血管疾病使用补虚药都是频数最多的，可能是与患
者年龄偏大，机体出现衰弱有关，医生通过补虚药提高患者
抗病能力实现“扶正祛邪”的目的。 

在糖尿病患者用药方面，所有处方都未曾使用过消食药，
这是因为糖尿病本身就有“消谷善饥、多饮多食”的特点，
若再使用消食药，可能会导致患者消化吸收过快饮食量更加
增大，导致体内血糖含量蓄积性增高，出现高血糖的症状。 

2.4 处方中药饮片使用频数特点  
在用药频数上，使用最多的十味药是甘草、当归、茯苓、

川芎、地黄、柴胡、桔梗、陈皮、桃仁、红花。使用最少的
十味药是人参、枸杞、鳖甲、肉苁蓉、香附、白果、郁金、
砂仁、附片、薤白。 

表 2 某中医院心血管科不同疾病使用频数最多的十味药 

高血压 糖尿病 冠心病 其他 

甘草 地黄 甘草 甘草 
柴胡 茯苓 柴胡 当归 

地黄 麦冬 当归 地黄 

川芎 甘草 川芎 茯苓 
当归 当归 桃仁 川芎 

茯苓 川芎 红花 泽泻 

白芍 天花粉 赤芍 桔梗 
栀子 五味子 桔梗 法半夏 

川牛膝 酸枣仁 地黄 陈皮 

天麻 玄参 枳壳 牡丹皮 

在心血管类疾病用药上，不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
病还是其他心血管疾病最常用的药都包括当归、川芎、地黄、
茯苓、甘草。通过查阅资料

[3]
得知，以上五味药的归经皆与

心血管有关，当归、地黄、茯苓、甘草皆归心经，川芎归心
包经。在药理作用方面，当归具有扩张血管、降血压，抗心
肌缺血、抗脑缺血、保护心肌细胞的作用。

[3]
当归及其挥发

油具有调节血管生成、抑制心肌细胞肥大和抗心律失常的作
用。

[4]
当归水煎液能促进血管生成。

[5]
川芎有一定的镇痛作用,

能够舒张血管，降低血压，延缓高血压血管平滑肌衰老。扩
张冠状动脉，改善血液循环，防止心肌缺血，增强心肌收缩

力，减少急性心肌梗塞后心肌细胞死亡数。
[6~10]

 地黄有明显
的降血糖作用，且能显著改善冠心病心绞痛症状，对原发性
高血压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11~12]
茯苓利水渗湿，对高血压病

人可起到利尿的作用，茯苓多糖能增强机体免疫功能，茯苓
的水浸膏有降血糖的作用。

[13]
甘草用在处方中不仅能起到矫

正药味、解毒、调和诸药的功效，还能通过与其他药配伍用
于缓急止痛，抗心律失常，降血脂等。 

表 3 某中医院心血管科不同疾病使用频数最少的十味药 

高血压 糖尿病 冠心病 其他 

附片 黄精 天麻 丹参 
肉桂 石斛 延胡索 钩藤 

百合 大枣 郁金 天麻 

大枣 百合 五味子 桑寄生 
玉竹 墨旱莲 人参 远志 

菊花 浮小麦 苦杏仁 五味子 

全蝎 女贞子 杜仲 沉香 
合欢皮 龟甲 薤白 附片 

枸杞 鳖甲 香附 郁金 

人参 肉苁蓉 白果 砂仁 

根据表 3 可知，在心血管疾病患者用药方面，较少使用
大热大补之品，如附片作为“回阳救逆第一品药”，用于亡阳、
阳虚、寒痹证；人参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止渴，用于
元气虚脱、热病气津两伤等证，此处较为少用。另在给糖尿
病患者开具处方时，偶尔会搭配其他补阴药同用。 

2.5 处方中药饮片剂量特点  

在用药剂量上，多数药物的用量都属于常规的剂量。用
药剂量较大的有：黄芪 50g、太子参 50g、北沙参 50g、乌梅
45g、白术 30g、地黄 30g、酸枣仁 30g、附片 25g、吴茱萸
250g、大青盐 250g。其中吴茱萸与大青盐大剂量使用均是用
于外包治疗各种疼痛。用药剂量最小的中药有：甘草 6g、川
乌 6g、麻黄 6g、黄连 6g、细辛 3g、朱砂 1g、檀香 3g、大黄
3g、三七 3g。 

表 4 某中医院心血管科不同疾病使用剂量最大的十味药 

由表 4 可知，高血压病人使用补虚药和利水渗湿药时剂
量较大，这是由于高血压病的主要病机为肝阳上亢、肝肾阴
虚、痰湿中阻、瘀血阻络等。

[14]
通过大剂量使用补虚药可在

治疗肝肾阴虚型病人时达到治病求本的目的；而中药的利水
渗湿药与西药的利尿药具有相同的功效，可以直接达到降低
血压的目的；同时使用补益药与利水渗湿药则可在治疗高血
压时能起到标本兼治的效果。糖尿病病人用药剂量较大的多
为益气养阴药和清热药，且此处使用的中药多数都有生津的
功效，如北沙参、地黄、天花粉、玄参、太子参、山药等；
这是因为糖尿病属中医的消渴病范畴，其基本病机为“内热
伤阴耗气”。

[15]
所以在治疗时要清热（地黄、天花粉、玄参、

菊花）养阴（北沙参、地黄、天花粉、玄参、太子参、山药）
补气（黄芪）。此外，冠心病病人使用剂量最大的中药也多是
补虚药和活血化瘀药，如党参、黄芪、白术、太子参等，这
也跟“虚证是冠心病发病的基础” 不无关系。

[16]
马新建

[17]

也曾指出冠心病的病机有血瘀和血虚，治疗冠心病的主要方
法有活血化瘀、调理脾胃、益气养阴、补肾固本等。

高血压 糖尿病 冠心病 其他 

黄芪 黄芪 白术 天花粉 

白术 北沙参 太子参 附片 
栀子 地黄 丹参 黄芪 

当归 天花粉 地黄 当归 

茯苓 酸枣仁 黄芪 麦冬 
葛根 玄参 鳖甲 防风 

地骨皮 菊花 党参 桑白皮 

酸枣仁 太子参 防风 红花 
薏苡仁 山药 龙骨 泽泻 

乌梅 山茱萸 牡蛎 地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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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某中医院心血管科不同疾病使用剂量最小的十味药 

高血压 糖尿病 冠心病 其他 

甘草 黄连 甘草 甘草 

川芎 水蛭 川芎 黄连 
麻黄 甘草 水蛭 法半夏 

三七 麻黄 砂仁 大黄 

薄荷 细辛 三七 水蛭 
黄连 大黄 细辛 三七 

细辛 三七 黄连 木香 

朱砂 沉香 檀香 肉桂 
桃仁 胆南星 法半夏 瓜蒌子 

川乌 桃仁 柴胡 生姜 

由表 5 可以看出，心血管疾病用药剂量最小的多是苦寒、
辛散、有毒的中药。如黄连大苦大寒，易伤阳损阴。水蛭破
血逐瘀消癥，药力峻猛。细辛有小毒，古时即有“细辛不过
钱”之说。由于患者多为老年人，故用量不宜过大以免损伤
正气。 

3 结论与讨论 

老年人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人群，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年
龄大多在 40 岁以上，其中又以 60-80 岁年龄段的患者最多，
占总抽样人数的 58%。这说明年龄是发生心血管疾病的一个
重要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心脏会逐渐衰老，血管平
滑肌细胞数量会减少，血管弹性会下降，血管壁会变厚，从
而导致血管功能障碍，增加老年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8]

总体女性患者比男性患者多，占 53%。目前尚未有研究表明
女性比男性更易患心血管疾病，此结果可能与抽样时间段、
抽样地点及女性看病积极性高等因素有关。 

医生处方习惯用大处方，如每处方 11-17 味药占统计多
数，为 69.07%。这与心血管疾病患者群特点相适应，随着机
体衰老各器官组织机能也慢慢衰退，通过多为中药的相互配
伍作用不同脏腑协同整体提高疗效。 

在心血管疾病用药频数上，使用最多的药物是甘草、当
归、茯苓、川芎、地黄等，甘草的使用频率最多但用药剂量
却最小，这是由于甘草具有缓和药物烈性，减轻药物毒副作
用，矫正方中药物的滋味的作用，在方中多作为佐使药使用；
其用药归类为补虚药、利水渗湿药、清热药、化痰湿药、活
血化瘀药。说明心血管类疾病在治疗时多采用补气血、活血
化瘀、清热化痰、行气利水的治疗原则。正所谓“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合理使用补虚药能够补益人体气血阴阳的不足，
提高人体自身的免疫力。痰饮，既是脏腑功能失调的病理产
物，又是人体疾病发生的常见致病因素。朱震亨曾最早提出
“百病多由痰作祟”的观点。

[19]
痰阻心窍，血行不畅则会引

起胸闷、心悸、气短等冠心病常见症状；痰浊上犯于头，可
见头目眩晕、昏瞀等高血压常见症状；说明高血压、冠心病
的发病也与痰饮的形成有一定的关系，故心血管疾病常用中
药有化痰湿药。 

在心血管疾病用药剂量上，使用剂量较大的中药有黄芪、
白术、地黄、太子参、北沙参等，可见使用剂量较大的均属

于补虚药一类；用药剂量最小的中药有川乌、麻黄、黄连、
细辛、大黄等。此类药性味多苦寒、辛散或属于有毒的中药，
如附子有扩张血管，增加血流，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附子
中所含的去甲乌药碱不仅有降血压的作用，还能有效地防治
缓慢型心律失常。用量小一是由于其常用量本来就小，二是
由于患者多为老年人，苦寒辛散之品用量过大将会损伤正气，
不利于患者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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