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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世东教授从
“

瘀
”

论治老年高血压病

叶小汉 ，
苏志远

东莞市中 医院何世东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 广东 东莞

广州 中医药大学 ， 广东 广州

摘要 何世 东教授主张从
“

菸
”

论治老年高血压病
，

认为
“

瘀
”

贯穿老年 高血压病程 的始终 ，
络脉病■ 阻是老年 高 血压病 的基

本病机 ，
主张在辨证施治的基础上 ， 仔细辨别 血病■证的主次兼夹 ， 选 用法血化癸药

关键词 老年 高血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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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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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世东教授 为东莞市 中 医院主任 中 医师 ， 硕士研究 生导 四十 ， 而阴气 自半也 ， 起居衰矣 。

”

老年人气血渐衰 ， 气血虚

师
，
全国 名老中 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 目专家 ，

全国 第三 则不足 以濡养脉道 ，
日 久脉道干涩 ，

僵硬不利 ，
故有 血气

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 何教授从医 四十 虚 ， 脉不通
’ ’

之说。 正如王清任所言 元气既虚 ，
必不能达

余年 ，
擅洽 中 医 内 科各类疑难杂症 ， 而对于诊治 老年高血压 于血管 ，

血管无气
，
必停 留而瘀

”

， 血液在血管 中运行势必迟

病 ， 遣方用药更有独到 匠心之处 ，
主张从 瘀

”

论治 ， 在此基 缓乃至瘀阻 。

础上分型施治 ， 取得显荖效果 。 笔者为何世东全 国名老 中医药 五脏不 坚 ， 肾虚 为 主 老年人以虚证 为主 ，
五脏皆衰 ，

专 家传承工作室 的学术继承成 员 ， 侍诊何教授 ， 现将其从瘀论 肾脏为 先
，
肾虚 元气不足或肾 阳不足 以温煦

，
无力 推动血液运

治老年高血压病 的经验介绍 如下 。 行导致血流缓慢 或瘀滞脉中 。

老年高血压病患者最主要的症状为眩晕 ，
因而中 医辨证当 常苦伤 悲 ，

易致肝郁 王长松 对当代老年人精神心理健

属眩晕范畴 。 大 多数学者对其病 因病机的认识基本趋同 ，
认为 康状况 的调查显示 ，

老年人普遍存在情志不畅的现象 。 老年人

老年高血压与 肾虚密切相关 随着年 老肾衰 ，
脏腑功 能失调 ， 情志失调 ， 抑郁伤肝 ， 肝失调达 ， 气机升降失调 ，

血液 运行不

渐生风、 火 、 痰 、 瘀等 内生之邪 ，
虚实夹杂

，
合之为病 。 老年 能正常进行而致血疲 。

高血压病是高血压病 的重要临床亚型之
一

， 具有不 同于中 青年 相 对安逸体 力活动减 少 ，
久 坐 久卧 动属 阳 ， 静属 阴 ，

高血压病的独特的证候分布规律 ，
但临床上却未见到有对老年 气属 阳 ， 血属 阴 。 少动 则气不行 ， 阴血失 阳助 ， 所谓流水不

高血压病 中 医统
一

的证型分类 ， 大多数医者依照
一

般高血压病 腐 ， 户枢不蠹 ， 少动之阴 有成瘀之倾 向 。 故老年人活动量少 ，

的 辨证思路 ，
辨治效果欠佳 。 通过不断的研究深入 ， 越来越多 易成血瘀 。

学者开始认识到 活血化瘀 治疗老年高血压病 的重要性 。 何
“

久病入络 的病机特点

教授认为 ， 老年人有
“

阴气 自半
”

形体皆极
’ ’

的独特生理特 何教授认为 ，
病人久病缠绵不愈 ， 或因辨证不当 ， 失治误

点
，

因 而在诊治 老年高血压病 时必须结合这
一

阶段的生理特 治
，

邪气久留
，
势必伤及血络 。 老年高血压病多有病程长 、 反

点 ， 将辨质论治 与辨证论治相结合。 何教授基于 临床实践观 复发作、 迁延难愈的 特点 ， 久病入络 ， 络脉之病 ， 易滞 易瘀 ，

察
，

发现老年高血压病患者常有面色晦暗 、 颈 项强硬 、 肤体 易入难 出
， 故瘀贯穿老年高血压始终。 正如叶天士所言

‘ ‘

久

麻木 、 唇周瘀 紫 、 舌质紫黯或有瘀点 、 脉 迟或涩 等血瘀 之表 发频发之恙 ，
必伤及络 ， 络乃聚血之所 ， 久病必瘀 闭

”

。 故老

现 ， 认 为
“

瘀
’ ’

是老年 人体质特点 和病理变化 中 重要 的 因 年高血压病迁延 不愈 ， 久病入络 ， 络气瘀滞 ， 络脉瘀塞 ， 血瘀

素
，
故老年高血压病 中 医辨证无论为何种证型 ，

均伴有不同 盘踞于络脉 ， 又 因久病必虚 ，
加之 形体皆极

”

，
络脉空虚

，

程度的血瘀证。 病邪乘虚 内袭 ， 日 久成瘀 ， 恶性循环而成难去之
“

瘀 。 何教

“

老人多瘀
”

的体质特点 授认为在老年高血压病发展过程中 ，
病机的 演变皆可产生不同

气血亏虚
，
脉道 不利 《素问 阴 阳应象大论》

曰
“

年 程度的 疲血
’

证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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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气亏虚 ，
阴虚 阳亢 肾虚 元气不足 ，

无力 推动血液运 参 、 五灵 脂、
瓜蒌皮各 枳实 、 薤 白 、 红花 、 桃仁 、 当

行也导致血流缓慢或瘀滞脉 中 ，

肾 阴 亏虚 ， 水不涵木 ， 阴 阳失 归各 蒲黄 共 剂 。

衡 ， 肝阳亢于上 ， 气血逆乱成瘀 ，

又阳亢化火 ，
入舍于脉 ， 血 二诊 头晕较前减轻 ， 无 明显胸闷症状 ， 诉平素汗 多 ， 活

热互结 ， 煎灼成瘀 。 故肾气亏虚 、 阴 虚阳亢 ， 常夹血瘀 。 动后出 汗明显 ，
大便偏烂 ， 舌淡暗 、 苔腻

，

脉弦滑 。 故原 方去

气血亏虚 《景岳全书 胁痛》 载
‘ ‘

凡人之气血犹源泉 活血力 重之桃仁 、 红花
，
改用红景天 ， 加黄芪 白 术

也 ， 盛则流 畅 ， 少则壅滞 。 故气血不虚则不滞 ，
虚则 无不滞 。

者 。

”

故气血亏虚 的老年高血压患者 ， 常有血瘀 的表现 。 三诊 诸症减
，
故续用原 方。 其后坚 持每月 来诊 ， 以补气

疚浊 中 阻 津血同源 ， 痰瘀同病 ， 痰可生瘀 ， 瘀可生痰 ， 化痰 、 平肝潜阳 为法随证加减 ，
不忘加入活血化瘀 之品 ， 其

痰浊阻于络豚 ，
血行受阻继而成瘀 ， 而瘀血阻络 ， 气机不畅 ， 后 ， 头 晕 程度 及 发 作频率 明 显 减少 ， 血压波动于

气不布津而生痰浊 。 《医学正传》 津液稠粘 ，
为痰为 饮 ，

上下 。

积久渗入脉 中 ， 血为 之浊
’

。 故痰浊中 阻 ， 常合并脉络瘀阻。 按
： 原方重用 五爪龙 以益 气健脾祛湿 ， 茯苓健脾利 湿 ， 瓜

阴 阳 两虚 阳虚气化功能减退 ， 络脉运行不畅 ， 阴液亏 萎皮 、 薤白 、
法半夏取瓜蒌薤白半夏汤之义 ，

以行气解郁 、 祛

虚 ， 脉道干涩 ，
血运不利 。 故 阴阳两虚可成血瘀 。 及宽 胸

，
合枳 实下 气除满

，

“

久病必治络
”

，
故以桃仁 、

红花 、

辨质论治与辨证论治相 结合的用药特点 当 归
、 丹参 、 失 笑散以活血祛瘀通络 二诊辨证仍属气虚疚阻

何教授认为人到老年或多虚多瘀 ，
或 因虚致瘀 ，

或久病入 证
，

以 气虚 明显 ，
因 患者汗 多

，
津血同 源 ，

故原方去散血耗血

络 ， 故血瘀贯穿老年高血压病始终 ， 络脉瘀阻是老年高血压病 力强 之桃仁 、
红花

，

改 用补 气兼 以活血之红景 天
，

加 用黄芪 、

的 基本病机 ， 故在临床诊疗中 ， 在辨证施治的 基础上 ，
应仔细 白术取玉屏风散之义以补气 固表敛汗

辨别血瘀证 的主次兼夹 ，
酌情选用活血化瘀药 ，

以期显效 。 如 例 卢某
，
女

， 岁 ，
高血压病史 年余 ，

血压最高

辨证为肝阳上亢、 肝火上炎者 ， 何教授以清肝泻火 、 平肝潜 阳 达 多 次于 当地医院就诊 ，
已排除继发性高

为法
，
遣方用药不忘加入赤芍 、 牡丹皮 、 酒大黄以凉血活血

，

血压病
，
现服用氨氯地平、 厄 贝沙坦氢氯噻嗪片 降压 ，

血压波

兼走肝经而泻火清热 ， 如为 阴 虚阳亢 、 气血亏虚之证 ， 治以滋 动于 ， 初诊诉反复头晕耳 鸣 ， 头痛 ，

阴潜阳 ， 平肝熄风 ， 再合 当归 、 丹参 、 鳖甲 、 牛膝 、 鸡血藤之 以左颞侧 明显 ， 手麻 ，
偶有震颤 ， 夜半 口 干明显 ，

无胸 闷 、 心

类 ， 既补虚损之阴血 ，

又收活血祛瘀之功 ， 补而不滞 ， 散而不 悸 ， 纳眠可 ， 大小便如常 ， 舌瘦尖红 、 苔黄腻 ， 脉弦细数 。 中

损 如为痰浊中阻者 ， 则治以健脾化湿 ， 除痰熄风 ， 常合活血 医诊断 眩晕 阴虚阳 亢 ，
络脉瘀阻证 。 治法 滋阴 潜阳 ， 通

行气之品 如川芎 、 延胡索 、 姜黄等 ， 以行气化痰祛瘀 。 络平肝。 处方 龟板 、 生地黄 、 磁石 、 茯苓各 ， 石决明 、

又因久病瘀 闭 ， 瘀血痼结 ，
诚如叶天士所言

“

久则邪正 夏枯草各 白芍 、 白蒺藜 、 羚羊骨各 ， 全蝎 蜈

混处其 间 ， 草木不能见效 ，
当 以虫蚁疏逐 ， 以搜剔络中 混处之 蚣 条

， 麦 冬 共 剂 。 治疗 天后 ， 复诊 诉头 晕 、

邪 。 故何教授治疗老年顽 固 性高血压 ，
长期有头晕 、 头痛 ， 头痛发作减少 ， 少许手麻 ，

无 震颤 ，
但偶有心悸 ， 血压控制于

而 降压 治 疗效果又 不理 想者 ，
常 应 用蜈 蚣 、 地龙 、 全 蝎 、 故守原方去羚羊骨

，
加丹参

水蛭 、 虻 虫等虫 类药 ， 以期搜 剔 之效 ， 则
‘

‘

血无凝着 ， 气 龟板加量至 。 服用 天后 ， 三诊诉头晕 、 头痛 、 手麻基

可宣通
’

’

。 本缓解 ，
无心悸胸 闷 ， 收缩压波动于 ， 偶有

何教授临证时 ， 在辨证论洽与辨质论洽 的基础上 ， 又根据 高于 续服善后 。

瘀血所在部位可酌情选用合适的 药物 ，
在胸 以上者 ，

可选 川 按
： 何教授将其辨证为 阴 虚阳 亢 ，

络脉病 阻所致 ，
治 疗上

芎 、 桃仁 、 全蝎 、 蜈蚣 、 红花 、 三棱 ， 若在胸腹 ， 可选五 灵 以滋 阴潜阳 、 通络平肝为 法 ，
方 中 龟板 、 生地黄

、
麦冬滋 阴潜

脂 、 蒲黄 、 延胡索 、 莪术 、 乳香 、 三棱之类 ， 若在腰以 下者 ，
阳

，

治 阴虚之本 ； 石 决 明 、 夏枯草潜降上亢之肝阳 ；
白 蒺藜 、

可选川牛膝 、 鸡血藤 、 川芎 、 水蛭等 。 其 中 川芎 、 桃仁 、 丹 白 芍 以平肝柔肝 ；
磁石 平肝 阳而 又收聪耳明 目 之功

； 合全蝎 、

参 、 水蛭上中下均可选用 。 蜈蚣
，

一 则活血
，
搜剔 痼 结血脉之瘀 ，

二则 熄风平颤 ， 复诊手

例 凌某 ，
男

，
岁

，
高血压病史 年

，
血压最高达 颤消 ， 诸症减 ，

但心悸 ，
故去羚羊骨 ， 加丹 参 ， 增 龟板 ， 量 以

现服美托洛 尔 、 氨氯地平 片 降压 ， 血压控制 养血补心安神 。 癸血痼结
，
故建议患者续服善后 。

于 上下 。 初诊诉反复头晕 ， 伴头部重坠感 ， 困

倦 乏力 ， 偶有少许胸 闷 ， 咽中 有痰 ， 色黄 白 ，
可咯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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