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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锡波老中医治疗风湿性心膜瓣病的方药介绍

天津市师 范专科学校

天津市 卫生职工 医学院

韩 彬

孙 绍棠

原天津中医学院已故老中医邢锡波主

仟
,

在五十多年的医疗实践中
,

不仅在治

疗肝病方面有独到之处
,

对其他临床各科

也颇有心得
。

下面仅就邢老治疗风湿性心

瓣膜病之方药作一介绍
。

风湿性心瓣膜病临床多表现为心阳不

足
、

阴阳俱虚
、

脾肾阳虚
,

肾不纳气等症

候
。

习用养心汤治疗早期心悸
,

归脾汤气

血双补
,

真武汤两温脾肾而利水
,

金遗肾

气丸温肾补阳以纳气定喘
。

邢老认为
,

风

心病病程一般均较长
,

临证复杂
,

往往心

脾肾三脏同病
,

’

阴阳虚二者共存
,

虚象与

痪证并见
,

皆非一成方所宜
。

乃将此病概

分三大类型
,

创三养心汤治之
。

一
、

心阳虚型

心悸气短
,

身倦无力
,

面色苍白
,

肢

冷便澹
,

舌质淡而苔簿滑
,

脉多沉细
,

沉

微或细弱无力
。

补阳养心汤
:

乌附子 桂枝 黄茂 川苟 葛蒲 获神

紫丹参 何首乌 桅子 赤芍药 甘草
-

吉林参面 1
.

5克 唬拍 1
.

2克冲服

二
、

心阴虚型

心悸气短
,

烦躁少寐
,

面部娇红
,
口

唇绛红
,

大使秘结
,

小使短赤
,

舌质红而

干燥
、

少津或舌苔黄腻燥
,

脉多虚数
、

弦

数
、

弦虚或虚大
。

益阴养心汤
:

.

何首乌 玉竹 寸冬 玄参 桃仁

远志 五味子 紫丹参 五灵脂 丹皮

)11苟 甘草

人参面1
.

5克 唬拍 0
.

了克 辰砂 0
.

下

克冲服

三
、

阴阳俱虚型

症状错综复杂
。

养心双补汤
:
乌附子

生地 玄参 寸冬 玉竹 川芍 何首

乌 制香附 紫丹参 首蒲 甘草

吉林参面 1
.

5克 朱砂1
.

0克 鹿茸

0
.

3 克冲服

非活动性风湿性心脏病最后引起瓣膜

畸形
,

如临床上常见的二尖瓣窄狭与闭锁

不全
,

邢老则以心悸
、

劳后气短或咳血为

早期症状
,

发维及面颊暗红
,

形成
“
二尖

瓣面容
” ,

端坐呼吸
,

脉结代或虚数
,

听

诊在心尖部有隆隆样舒张期杂音
。

临证仍

以先别阴阳
,

养心活血
,

健脾安神为洽

则
。

用药分为三类
。

一
、

养心阳
:
桂枝 人参 黄茂 柏

子仁 营蒲 甘草

二
、

养心阳
: 玉竹 何首乌 寸冬

五味子 当归 河车 阿胶 龙眼肉 甘

草

三
、

活血化疲
:
丹参 桃仁 川苟

三棱 我术 乳香 没药

对并发充血性心力衰竭的临床辨证
,

分为心阳虚与心阴虚二型
。

一
、

心阳虚型

心悸气短
,

下肢
J

浮肿 ; 喘息不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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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
,

舌质淡无苔
,
脉沉细或细数

。

四君子

五答散加减
:

炒白术 人参 获答 桂枝 泽泻

猪等 丹 参 远志 寸冬 墟泊 甘草

二
、

心阴虚型

心悸气短
,

失眠心烦
,

头眩而赤
,
口

干少津
,

舌红无苔
,

脉细数或虚数
。

加减

复脉汤
:

炙甘草 阿胶 寸冬 生地 杭芍

丹参 远志 玉竹 首乌 人参 柏子仁

二尖瓣狭窄
,

病程较久者
,

往往发生

心房纤维性颤动
。

邢老认为其临床病理是

由于 ,’, 合脏受损过重
,

不能维持阴阳平衡

所致
” ,

治疗以
“调补阴阳

,

补益心脏
,

郁者通之
,

散者敛之
,

使阴阳平衡
,

则心

律自能恢复正常范围
。 ” 临证 则多用加味

炙甘草汤 (吉林 参 桂枝 生地 寸冬

阿胶 丹参 当归 远志 获神 郁金

甘草 鹿角霜 安息香 房香 蟾酥 血

竭 )

邢锡波老中医对风湿性心瓣膜病有较

系统而全面的 认识
,

经多年的临床探讨
,

在治疗上也积累 了较成熟的经验
。

一
、

中西结合
,

重在辩证

风湿性心瓣膜病临证错综复杂
,

邢老

遵 《素问》
: “

善诊者
,

察色按脉
,
先别

阴阳” 之 旨
,

指出, : “
风心病

,

宜分清心

阴虚与心阳虚
,

或阴阳俱虚
,

而采用补心

阳或补心朋 或阴阳同补之法
。 ”

临证望闻

问切
,

层层入微
,

首辨阴阳
。

阴阳即明之

后
,

进一步确定何方何药
,

进退化裁
,

甚

有法度
。

邢老 认为
,

在补心的同时
,

也应重视

调补肾阳
。

肾为先天之本
,

元阴元阳居其

中
,

命门真阳为相火之源
,

心之君火得命

门之助
,

神明方可迅速恢复
。

这种观点
,

充分体现于临床
,

如在治疗心衰心阳虚型

全身水肿
,

水气上冲
,

端坐呼吸
,

脉浮大

无根或沉细而微者时
,

往往加用附子
、

肉

桂
。

心房纤颤用炙甘草汤治疗
,

也往往加

用鹿角霜 10 克
。

养心双补汤方下注云
“必

要时可加鹿茸。
.

3克冲服
” 。

三
、

详审病情
、

攻补有方

邢老在临床工作中
,

并不时于时 习
,

拘于一病一方之用
,

而是紧紧地把握 住祖

国医学辨证施治的原则
,

四诊合参
,

详察

内外
,

辨证求因
,

经纬分明
,

且能溶八法

于一方
,

实有其独到之处
。

在辨证中
,

并

不排除现代医学知识
,

如二尖瓣狭窄诊断

中典型的
“
二尖瓣面容

” 特点及听诊的特

异性
,

邢老极为重视
,

结合其他症状
,

认

为是虚阳上越或心阴不足的典型表现
。

这

种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
,

实为后 者 所效

祛
。

二首辩阴阳
,

心肾并治

邢老说
: “祖国医学对风湿性心瓣膜

疾患的治疗原则
,

一般以养心活血安神为

主
,

同时根据现有的症状和 脉舌体现与治

疗原则结合起来
,

脉实体壮的以 活 血为

主
,

而辅以养心安神
;
脉虚体弱者以养心

为重
,

辅 以活血安神之品
;
如失眠心烦较

重的则又以安神为主
。 ” 曾观邢老临床用

药
,

十分善用活血祛癖之品
,

一般虚象较

重者
,

仅用川芍
、

丹参
、

灵脂于大队养心

安神剂中
,

尤其多用活血祛疲与重镇安神

并举之唬拍
。

但于淤证显著者
,

则除上述

儿味药外
,

凡三棱
、

我术
,

桃仁
、

乳香
、

没药等行气破血之品放胆 而 用
,

效确显

著
。

临床证明
,

在治疗心血管病的早期适

当地使用活血祛疲药
,

可 以防止血 柱 形

成
,

既使在血柱形成之后
,

也可防止新的

梗塞发生
,

实相 当于现代医学的 抗 凝治

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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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荆型多变
、

利于治疗

邢老临证视患者体质及病情
,

变换中

药剂型也颇灵活
。

如一般病情较稳定者
,

则嘱其制成膏剂以长服
。

益阴养心膏
:

何首乌 6 克 玉竹 9 克

寸冬 9 克 女贞子 6 克 五味子 6 克

玄 参 6 克 生地 6 克 吉林参1
.

5克 丹

参 6 克 桃仁 6 克川苟 6 克 赤芍 6 克

甘草 6 克 首蒲 6 克 文术 6 克

扶阳养心膏
:
附子 6 克 肉桂 1

.

5

)11苟4
.

5 吉林参1
,

5克 首乌 6 克 玉竹

6 克 寸冬 9 克 玄参 9 克 获等 9 克

黄茂 6 克 丹参 9 克 桃仁 6 克

养心活血膏
: 附子 6 克 肉桂 1

.

5 克

玉竹 9 克 南红花 6 克 玄参 9 克 寸

冬 6 克 三棱公克 黄茂 6 克 乳香 6 克

桃仁 6 克 川苟 6 克 吉林参1
.

5 克

甘草 6 克

上三方均加水 1。。。毫升
,

浸泡半日
,

二煎去渣
,

入蜂蜜适量
,

浓缩为 膏
,

每服

5 毫升
,

日三服
。

心力衰竭急症
,

又备三养心危救丹以

速服
。

养心急救丹一号
:
夹竹桃粉 0

.

06 克

甘草粉。
.

6克 吉林参。
.

6磨香 。
.

09 共为

细末
,

每服。
.

65 克
,

一 日二次
。

养心急救丹二号
:

夹竹桃粉0
.

06 克

甘草粉。
.

3克 吉林参。
.

6克 廖香 0 03 克

蟾酥。
.

06 克 安息香。
,

03 克 朱砂。
.

3克

梅片。
.

03 克 鹿茸 0
.

15 克 每服0
.

了克
,

一日两次
。

养心急救丹三号
,
夹竹桃粉0

.

03 克

甘草粉0
.

3克蟾 酥 0
.

0 15 克 康香 0
.

03 克

朱砂0
.

03 克吉林参。
.

03 每服0
.

08 克
,

一 日二次
。

五
、

, 视药物研究

邢老用药十分考究
,

对几味常 用
‘

中

药
,

做过长期的观察
,

对黄茂等数药的特

异性有了新的认识
,

临床选择性更强
。

黄茂
:

对正常心脏有加强其 收 缩 作

用
,

对疲劳心脏的强心作用更加显著
; 可

扩张全身周围血管
,

降低血压
;
能扩张冠

状动脉和肾脏血管
,

有强心利尿作用
。

玄参
:

小剂量对心脏有轻微的强心作

用 ;
可扩张全身周围血管

,

降低血压
,

可

降血塘
。

生地
:
中等剂量有显著强心作用

,

对

衰弱的心脏作用更加显著
。

玉竹
:
有一定强心作用

,

可降血糖
。

五味子
:
可调节心血管循环

,

对心肌
、

营养不良的心痛有显著缓解作用
。

鹿茸
:
可增强肌体和心脏 的 细 胞代

谢
,

消除心肌疲劳
,

还可降血糖
。

秦香
、

安息香
:

可控制血流使心搏有

力
。

由于我们跟随邢老时间较短
,

只是根
据笔记整理了以上资料

,

内容很不全面
,

仅供参考
。

病例摘要

例一
:

滕 x x 女 4 6 岁

该 同志曾患风湿性心脏病
,

现常惑
,

泞

悸不 宁
,

行动后 更甚
,

平 日烦躁少寐
, 口

千津少
,
面 目娇红

。

舌质红 少 苔
,

脉细

数
。

此属心阴 不足
,

应阳上扰
。

拟 育阴
、

清心
、

安神法
。

处方 : 炙甘草 15 克 当归10 克 生地

12 克 五味子 10 克 妙枣仁 10 克 夜交藤

10 克黄连 3 克 合欢皮 10 克 朱砂 ( 冲 )

6 克 珑拍 ( 冲 ) 工
.

5 克 二剂

服药后 自觉诸证好转
,

心悸梢宁
,

夜

寐亦安
,

继服 10 会荆 而缓解
。

例二
: 刘 x x 女 5 3岁 1 9 6 9年 5

(下转第1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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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

,
’

了 非常形象的论述
: “

请论以此匠人
,

匠

人磨斧斤砺刀
,

削断材本
。

本之阴阳
,

尚

有坚脆
,
坚者不入

,
’

脆者皮弛
,

至其交

节
,

而缺斤斧焉
。

夫一木之中
,

坚脆不

洞
,

坚者则刚
,

脆者易伤
,

况其材木之不

同
,

皮之厚薄
,

汁之多少
,

而各异耶
。

⋯ ⋯

况于人乎
” ? 说明体质不同

,

发病亦异
,

例如
: “肉不坚

,

腆理疏
,

则善病风
” 。

“
五脏皆柔弱者

,

善病消痒
” 。 “

小骨弱

肉者
,

善病寒热
” 。 “

粗理而肉不坚者
,

善病瘴
” 。 “

皮肤薄而不泽
,

肉不坚而淖

泽
,

如此则肠胃恶
,

恶则邪气留止
” 。

综上所述
,

说 明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
,

与体质因素有密切关系
。

因此
,

正确分析

邪正进退关系
,

把握疾病的发展规律
,

正

是中医学术独具特色的地方
。

当然
,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

中医对

人体个体差异的认识还 比较原始
,

粗糙
。

但其指导思想对我们开拓研究生命科学和

病因学的领域有着重要意义
。

四
、

中医病因学说的临床意义

通过对中医病因学说思想特点的初步

分析
,
使得我们对当前临床医疗和中医研

究工作的指导思想与方法论 产 生 一 些想

法
。

首先
,

我们的医疗
、

研究的对象是

人
,

是区别于动物和一切生物的人
。

人的

生命特点虽然包含着动物以及其它生物的

某些物理 的
、

化学的
、

直至新陈代谢的特

性和运动形式
,

但它决不是这些特性和运

动形式的简单总和
。

因为这些运动规律
,

无法反映人体生命的本质
。

可是
, 当前对

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并末能引 起 深 刻 的认

识
。

或者说在理论上的理解是一回事
,

但

在实际临床中或开展中医研究 中却混淆了

人与动物质的界线
。

其次
,

人体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
,

我

们在临床审视病 因
,

辨证论治的过程中
,

应

该十分注意人体的个体差异
。

我们认为
,

在临床医疗中
,

或者是临床研究中
,

应重

视
“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的 个体 研究方

法
。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

才能总结出疾病

的病因
,

病理和治疗方法的规律性经验
。

最后
,

关于人一一社会一一自然界的

整体观
,

本文的分析研究表明
,

多元综合

的探求病因
,

恒动立体分析病机
,

整体制

约的认识人体
,

是科学的认识方法
。

同

时
,

对揭示人类生命的本质
,

提供了足可

借鉴的重要的医学发展模式
。

( 上接第 42 页 )

月 1 0 日就诊
。

患者十年前根致风湿性心脏病
,

今心

侍 气短
,

喘息不得平 卧
, 口 干咽躁

,

头 目

眩 晕
,

五 日大 便不 行
,

腹中隐 隐作痛
,

舌

苔黄燥
,

脉弦细
。

证属心血亏耗
、

津亏 液

损之证
。

拟育阴 滋液通便法
。

取急下存阴

之意
。

处方 : 生地 20 克 寸 冬 10 克 五味子

]
:

0克 当归10 克 柏子仁10 克 生首乌10

克 知母10 克 川军 10 克 ( 后下 ) 芒峭

(冲 ) 5 克 玄参 10 克 每 日一 剂水煎
,

分

三服
。

一 剂
。

上方服一 日而大便既下
,

头晕亦减
,

喘息稍 平
。

后随证加减治之
,

病情转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