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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面对临床常见的疑难疾病，追求满意可靠的疗效。
既是广大 患者的迫切要求，也是医师的美好愿望。
应用中医药治疗一些常见病、疑难病具有独特的疗效。
然 而，中医学知识内容繁杂，又自成理论体系，没有深入、系统的了 解，难以掌握、运用。
有鉴于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中医特色 诊疗丛书》，以期向读者全面系统地介绍有关常见病的中
医诊 疗、养生知识。
全书本着实用、全面的宗旨编写，一册在手。
相信 定会对您有所裨益。
为了加强本书的实用性。
还特地介绍了一些中医名家的治 疗心得。
惩可以通过中医名家的治疗思路与心得．了解中医辨 治体系的博大精深与丰富内涵：通过书中的“内
服妙方”分析与 疗效介绍，您更可以“按图索骥”——对照病例，自我诊治，找到 适合您的疗法与
方药：更有多种多样的外治良法供您选择—— 不用“良药苦于口”，而霍然病愈：此外，民间验方、
常用中（西）成 药更是锦上添花。
切合实际。
常言，凡病“三分治，七分养”、“急则治标，缓则治本”。
对于疾 病的治疗固然重要，而养护更是重中之重。
为此，系统介绍了日常 生活中的养生宜忌和食疗方法，以便您寓治于养、防病于未然。
中医治病重点在于辨证。
各位中医爱好者在引用本书所载的方、药、治法时，请一定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应用，以便取得更
好的疗效。
本书在编写时，得到王劭、匡超、李林可、林江华的支持和帮助，在此 向他们致以谢意！
如果本丛书中所介绍的知识和方法能对您的健康起到些微的帮助，则是我们全体编者所衷心祈愿的！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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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系统地介绍了高血压病中（西）医诊疗和日常养生常识，内容包括高血压病的中医论治、西医诊
疗、常用中成药及方剂、中医名家论治精要、临床内服妙方、外治良法、常用西药、食疗药膳、保健
常识等。
本书内容系统全面，方法简单实用，语言通俗易懂，特别适合患者及家属使用，也可供中医、西医及
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护理、科研、教学工作者及护理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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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治疗第3章 常用中成药及方剂　第一节 常用中成药　　一、稳心颗粒药　　二、心脉通片　　
三、参芍片　　四、牛黄降压丸　　五、松龄血脉康胶囊　　六、天麻钩藤颗粒　　七、罗己降压片
　　八、养血清脑颗粒　　九、复方罗布麻冲剂　　十、眩晕宁冲剂　　十一、愈风宁心片　　十二
、镇脑宁胶囊　　十三、脑立清丸（胶囊）　　十四、速效牛黄丸　　十五、心血宁片　　十六、牛
黄降压片　第二节 常用中药　　一、牛黄　　二、豨莶草　　三、白僵蚕　⋯⋯第4章 名家论治精要
第5章 内服妙方第6章 外治良法第7章 常用西药第8章 食疗药膳第9章 保健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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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病因病机　　一、病因　　中医认为高血压发病与体质因素、情志因素和生活失调等有密
切的关系，尤以 体质和情志关系更为重要。
　　1．体质因素 高血压与体质因素有关，主要表现在先天秉赋、形体性 质和发病 年龄等3个方面。
很大一部分高血压患者，其发病与患者的先天秉赋有关。
人体 秉赋来源于父母，男女媾精，形成胚胎，发育成形，所以子女体质情况与父 母的先天 之精的质
量有极密切的关系。
高血压病患者的体质来源于父母先天之精的影 响，具有家族高血压发病史，其体质多属于中医肝肾阴
虚，肝阳亢盛的类型。
从 人的形 体类型来说·高血压患者常见于两种形体的人。
一种是形体削瘦、急躁易怒，多见 面色红赤，属中医肝肾阴虚、阴虚阳亢、肝阳t：亢的本形体质，
所以患高 血压的多。
另一种是形体丰腴肥胖的人，这种人脾气虚而多痰湿，风痰相煽，因而血压 升高。
有人研究认为，体重和血压有密切关系，形体肥胖的人，体重每增加12.5kg，其收缩 压可上
升10mmHg，舒张压要上升7mmHg。
高血压发病与年龄有一定的关系。
高 血压的年龄高峰为40～49岁的中年人。
中医认为人体的生长发育过程和先天 之 精有密切的关系，40岁以后人体肾气渐衰，肾精渐亏，肝肾不
足，肝阳容易 亢盛，所 以容易患高咀压。
　　2．七情因素 情志因素是高血压发病中占第2位的因素。
中医历来重视 情志 和发病的关系，人的情志变化过于激烈，超过人体脏腑的调节能力时就会发 病。
如 人在盛怒之下，肝气上逆，血随气升，就会发生高血压症。
义如大喜、过度 悲伤、极 度忧愁、受到惊恐等等，也会引起人体脏腑功能失调，心肝胆等脏腑功能
受 扰最甚。
肝脏受扰、肝气郁结、肝气上逆、肝火上炎、肝阳上亢等情况会发生高血压 病。
心脏 受扰也可见心肝火盛、心火亢盛、心肾不调等引发高血压。
因此七情内伤影 响心肝 胆阴阳气血失调，会导致发生高血压疗，以青年人及身体壮实者多见。
精神 长期高 度紧张，心肝两脏受累，也会引起高血压。
　　3．生活失调 人的生活规律的改变或失于调理，同样町以引起内在脏 腑气血 阴阳的变化，也会导
致发生高血压症。
劳逸失度会引发高血压病。
过度劳作 损伤 人体正气，尤其是脾肝肾之气血阴阳失调，容易出现脾虚生痰湿，风痰上扰，肝肾不 
足，肝阳上亢，引发高血压病。
中医还认为中年以后，肾精渐亏，应当节制 房事，保 养精液。
如房事无度，耗损肾精，阴亏阳亢，也会发生高血压症。
生活过度 安逸，缺 乏运动，气血滞涩不畅，脾气不运，也会发生高血压症。
饮食失节在高血压 发病诸 因素中占有重要位置。
二、病机 巾医典籍中无高血压病名记载，而是以辨证的方法．根据患者主诉症状，分析 它的原因以
定病名。
通过大量临床实践，根据临床症状、病程演变、结合辨 证论治 的经验比较，认为古代文献中记载的
“中风”、“头痛”、“眩晕”、“肝 风”、“肝阳”、“心 悸”等症，与高血压病颇为相当。
其中以“眩晕”论述最多，《素问·至真 要大论》篇，已有记载：“诸风掉眩，皆属于肝。
”而肝主藏血，营养五脏六腑。
肾主藏 精，主骨生 髓通于脑。
因此肝肾亏虚、精血不足可导致头痛、眩晕。
《素问·阴阳应象 大论》 日：“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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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枢·海论》篇有“髓海不足”之说，“髓海不足，则脑 转耳鸣，胫酸眩冒”等均认为是因虚致
病。
汉代张仲景对眩晕一证虽未有专论，但有“眩”、“目眩”、“身为振 振摇”、“振振 欲擗地”等
描述，与高血压部分症状表现较为接近。
所载方剂小半夏加茯苓 汤、泽 苓桂术甘汤、真武汤等为临床治疗高血压病痰浊中阻证、脾肾阳虚证
所常用。
隋 代：巢元方于《诸病源候论）专设“风头眩候”篇，提出头眩者，由血气虚，风邪人脑，而引目系
故也”的学说。
金元对眩晕一证从概念、病因病机到治法方药等各 个方面 都有所发展。
金·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五运主病）认为眩晕的发当 “风火” 立论。
《丹溪心法·头眩》则日“无痰不作眩”。
后世张景岳主张凶虚致眩，明·虞 抟提出：“血瘀致眩。
”明·杨仁斋（直指方）日：“瘀滞不行，皆能眩晕。
” 对高血压病常见的并发症——脑卒中，历代医家也有详尽的论述。
脑卒 中又 名“中风”，中医学有关“中风”的学说最早见于《黄帝内经》。
金元以前 各医学家的代 表性著作均以为“风邪外袭”是引起本病的原因。
到金元时代，当时的著名 医学家 如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以“火”、“气”、“痰”来说明本病
的发生原 因。
以本病的症 状复杂多变，与“风”相似，而“火”、“气”、“痰’’又属于内因，因 此把这些内
因统称为 “内风”。
到了明代，对本病的认识义有了新的发展。
如张景岳认为本病的 发生阴 虚是本，“内伤积损”是病因；这样就突破了“风”的范畴。
并指出饮食、起居、七情酒 色⋯⋯等在病因学上的意义。
他更明确地认识到：“眩晕”是“中风”的先 兆，“中风” 乃是“眩晕”的后果。
肝经在本病的病理变化中居主要的地位。
《内经·至真要大论》说：“诸风掉眩 皆属于肝”。
肝之性，喜条达疏泄，若郁结过久便可动风，也可化火，称肝 风、肝阳，临床上便出现头痛、头晕、
耳鸣、目赤、易怒等症状。
肾经在本病病理变化中亦居重要地位。
按照脏腑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肾和 肝两脏的关系密切，肝有赖于肾脏阴精的濡养。
肾阴不足时，肝阴也不足，阴虚不 能敛阳，促使肝阳上亢，出现头痛、眩晕等症状。
肾的主要生理功能，为储 藏五脏六 腑的阴精，是真阴的根源，同时又蕴含着命门的真阳。
肾脏真阴亏损的结果，首先 影响肝阴，导致肝阳上亢。
而反复肝阳上亢，又必然会损伤肾阴，其次，肾 脏的阴阳 是相互依赖的，阳虚之后，阳亏损，成为
阴阳两虚。
故在本病晚期，阴损及 阳，可见 精神呆钝，腰膝酸软，行动迟缓，动辄气急，夜间多尿以及肢冷等
症。
心是 心脏的主 宰，《灵枢》说：“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精神之所舍也”。
神明精神的 含义包括精神 状态、意识、思维活动等，心在这方面的功能发生障碍时，就会出现失眠
、多梦、健忘 等症状。
心经的活动关系着五脏六腑，其中与肾的关系尤为密切。
如果两者 之间 失去平衡，肾阴虚则心火上盛，就会出现失眠、烦躁、多梦、遗精等”心肾 不交”的
病 症。
在本病后期，南于肝肾阴虚，心血不足，除出现心悸、少寐等症状外，因阴损及 阳，可见胸闷、心痛
、气短、脉结代等心阳不振的症状。
根据上述，肝阳上亢或肝肾阴虚，是本病发病的主要原因。
当阴阳不平 衡始于 肝经时，一般就产生肝阳卜亢和肝阳不足两种现象，理论上肝阳上亢后，一 方面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血压病中医诊疗养护>>

波 及肝阴和。
肾阴成为肝肾阴虚，而肝肾阴虚义更促使肝阳上二亢，因而形成 阴虚阳亢； 另一方面，肝阴不足也
会波及心阴及冲任，形成心火亢盛和冲任不调。
当阴 阳不平 衡始于肾经时，虽然一般可形成肾阴不足和肾阳亏损两种现象，但对本病来 说，应 该是
肾虚先遭损害而后波及肾阳，故当肾阴不足时既波及肝阴、心阴、冲任，形成阴 虚阳亢，心火上盛和
冲任不调；也会波及肾阳而形成阴阳两虚。
清代张伯龙在前人经验和论述的基础上，把治疗原则总结为“潜阳滋降”、“镇 摄肝肾”。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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