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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肌纤维化是多种疾病的共同病理表现，其进展性的特点终将导致心衰乃至死亡等不良预后，目前其临

床诊治仍然存在不足。中医药调治心肌纤维化具有整体调节、安全性高等优势，基于气血津液理论加强

对心肌纤维化的认识，拓宽中医治疗心肌纤维化的思路。 
 

关键词 

心肌纤维化，气血津液理论，传统医学 
 

 

Exploring Understanding and Treatment 
Ideas of Myocardial Fibros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Qi, Blood, and Body Fluids in  
Traditional Medicine 

Ying Cao*, Kaihu Shi# 
Department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Feb. 28th, 2025; accepted: Apr. 2nd, 2025; published: Apr. 18th, 2025 

 
 

 
Abstract 
Myocardial fibrosis is a common pathological manifestation of various diseases, and its progr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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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will eventually lead to poor prognosis, such as heart failure and even death. Currently, there 
are still deficiencies in its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the 
advantages of overall regulation and high safety in treating myocardial fibros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qi, blood, and body fluids, it strength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myocardial fibrosis and broadens 
the idea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reating myocardial fib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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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气血津液理论探讨心肌纤维化 

1.1. 心肌纤维化 

心肌纤维化出自现代医学，为病理名称，古代医家并未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疾病论述，临床上常根

据不同的症状表现将其划归于“胸痹”、“心悸”、“心衰”等心系病证范畴[1]，是心力衰竭病理进展

的一个中心特征。其病机总属虚实夹杂、本虚标实，其中本虚可有气、血、阳气的亏虚，以气虚为主，标

实可有气滞、血瘀、痰浊等病理产物阻滞心络，损伤心营，以血瘀、痰浊为主。证型包括[2]：虚证——

气虚血瘀、气阴两虚、阳虚水停；实证——气滞血瘀、痰湿壅盛。治疗方面需结合病证，根据不同致病因

素辨证施治，主要有益气温阳、化瘀利水、补益气血等治法，其中尤以益气、活血为重。 

1.2. 气对心肌纤维化的影响 

1.2.1. 气虚血瘀 
《素问》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不足为疾病发生的基础，气虚是心肌纤维化发病的根本

前提。心肌纤维化存在于多种心血管疾病过程中，病位在心，《素问·痿论》[3]云：“心主身之血脉”，

心气推动血液运行全身血管、以供应机体四肢百骸，脉为血之府，与心相连，是血液运行的通道，这些

的进行都赖于心气的推动。 
《难经》有云：“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关系紧密相联，气虚必然会影响血液运行及

分布，气虚会引起血虚、血瘀等病变。廖家祯[4]观察发现，心气虚患者血液全血比黏度、血浆比黏度等

较正常组明显升高，红细胞电泳时间延长，符合血瘀证的病理改变，可供进一步证实。叶天士《临证指

南医案》云：“虚气留滞”，王清任《医林改错》云：“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

而瘀”，气推动血液运行，是血液运行的动力，气血会导致血瘀的发生。此外，血液瘀滞从而阻滞脉道，

则又会进一步影响气机，继而加重气虚甚至气滞，最终会导致气滞血瘀证。 

1.2.2. 气虚(阳虚)水停 
气虚失治，会导致脏腑功能衰减，从而进一步导致阳虚，阳虚则津液失于温煦，心阳不足则血液运

行无力，脉络瘀阻，从而引起水液运行停滞，临床常见水肿等，如进入心血管疾病晚期阶段——心力衰

竭。周仲瑛[5]先生认为其病机主要是气虚水不津化，变生痰湿，致水湿痰饮聚集。 

1.2.3. 气阴两虚 
“气能生津”——气是津液化生的动力，有了气的推动和气化作用，有助于水液运化津液，气旺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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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生，气虚则津亏，气虚日久会引起阴虚，最终会演变成气阴两虚，致心脉失养，进而出现“脉结代，心

动悸”等症状。 

1.2.4. 气虚痰湿壅盛  
气血津液关系密切，气虚必然会影响波及津液，从而引起血和津液的多种病变。气虚不能运化水液，

津液代谢障碍，导致水湿内停，久成痰湿，从中医的角度可以理解为有形实邪的积聚，如痰浊、热毒等

侵袭人体损伤心气，进一步致心气不足，出现痰湿壅盛心脉。 

1.3. 血对心肌纤维化的影响 

1.3.1. 血瘀 
血瘀是心肌纤维化发展的重要病理因素。是多种心血管疾病在进展到一定水平时的主要疾病表现，

心肌纤维化主要表现为成纤维细胞过度活化增殖、心肌间质过度增生及胶原大量积聚。残存的心肌细胞

出现代偿性的生长，心肌细胞转化为成纤维细胞，患者心脏功能下降，心肌收缩能力也随之降低，这与

中医所说的心气虚则无力鼓动，无法推动血液运行的病机相似。 
血瘀贯穿于心肌纤维化病程始终，因此，血瘀不仅是本病发病过程中的病理产物，同时也是加重病

情的关键病理因素。 

1.3.2. 瘀水互结 
中医认为津血同源，血瘀会影响全身水运分布，《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篇》云：“血不利则为

水”，是指血行停滞可导致水肿。《血证论》中云：“瘀血化水亦发水肿，是血病而兼水也”，此条提示

水液停滞也会压抑脉道，导致血行迟缓，久则成瘀，水停导致血瘀或者加重血瘀，因此，水停与瘀血二

者相互影响，互为致病因素。如现代医学常见病充血性心力衰竭，心排量下降，静脉回流系统受阻，常

常会导致水肿的发生。 

1.3.3. 痰瘀互结 
患者病久不治，营卫交会障碍，气血津液代谢异常，津凝则痰聚，血滞则成瘀，最终痰瘀互结。《景

岳全书·痰饮》谓：“痰涎皆本气血，若化失其正，则脏腑病，津液败，而血气即成痰涎。”提出气血为

本，气血的运行会影响脏腑代谢功能，若脏腑代谢功能出现异常将会导致津液不化而成痰涎。唐容川在

《血证论》曰：“须知痰水之壅，瘵血使然”、“血积既久，亦能化为痰水”。他提出痰浊阻滞导致血

瘀，血瘀又会导致痰凝，二者互为因果，导致疾病的发生。陈可冀[6]教授治疗冠心病的经验告诉我们，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需要祛浊利湿与活血化瘀并重，由此可见不能忽视痰瘀对心肌组织的阻滞作用。 
总的来说，久病不愈或他病久累于心，损耗心气。心肌纤维化归属于心血管疾病，作为一种相对慢

性、渐进性病变，发生与发展的内在前提是气虚，病程中的关键病理因素是瘀血，最终病理结果为津液

内停。《黄帝内经》云：“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气血失和会导致机体生理功能失调和各种病理

产生[7]。阳(气)虚、血瘀、痰湿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紧密联系。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气不足，会产生

气虚，从而水停，乃至血瘀，甚或痰瘀互结的病理现象，最后形成虚、痰、瘀相互交结影响的病理局面

[8]。《血证论》云：“气生于水，即能化水，水化于气，亦能病气”、“水病则累血，血病则累气”。

这表明气虚、血瘀、水停三者关系密切，相互影响[9]。 

2. 传统医学治疗心肌纤维化的思路 

2.1. 总则 

心肌纤维化以气虚为本，血瘀为标，因此对于气虚血瘀证的治疗，应以益气活血为基本准则。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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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使气旺血行，补气而不留瘀，祛瘀而不伤正[10]。 

2.2. 口服中药治疗 

近年来，随着医学的发展，中医药研究对心肌纤维化的研究，从单纯的临床观察，逐步转变为在动

物实验、细胞分子水平上的研究。中药在心脏纤维化的治疗上有较大优势，研究发现治疗心肌纤维化的

中药，研究和应用得最多的依次是补虚药、活血药、清热药、理气药[11]。 
居于研究与应用前两位的就是补气药与活血药，说明益气活血是心肌纤维化治疗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临床上诸多研究也证实这一点。如丹参、太子参、银杏叶[12]等益气活血中药已被证实具有抑制心肌纤维

化的作用，常用于冠心病患者的治疗。复方包含黄芪桂枝五物汤、归脾汤、生脉散、丹参饮、血府逐瘀汤

[13]等经典名方，中成药有麝香保心丸、复方川芎胶囊、芪苈强心胶囊[14]等，以及川芎嗪、黄芪甲苷、

人参皂苷、丹参酮、红景天苷[15]等中药提取物。 
中医药治疗心肌纤维化从整体观出发，基于气虚与血瘀相互影响的病因病机，以益气活血法为基本

准则治疗心肌纤维化。 
不同的中药成分通过多靶点及各通路的协同作用，治疗心肌纤维化具有显著疗效。通过对 TGF-

β/Smad、NF-κB、P13K/Akt、AMPK、NLRP3、Wnt/β-catenin[16]等靶点的作用，通过阻止缺血坏死胶原

的形成和产生、阻止 RAAS 过度活化、抗炎、抗氧化等途径，达到抑制心肌纤维化的作用。 

2.3. 针灸、艾灸治疗 

灸法借助灸火刺激穴位，有扶阳固脱、通经活瘀之效，也能够减轻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17]。 
壮医针灸说“疾患并非无中生，乃系气血不均衡”。由此提出气血均衡学说，根据气血失衡病机，黄

瑾明教授[18]提出“调气、解毒、补虚、祛瘀”四大平衡气血的治则。针灸有益气活血之效，有利于气虚

血瘀型心肌纤维化的治疗。 
《灵枢·经脉》曰：“手心主之别，名曰内关，去腕两寸出两筋之间，循经而上，系于心包，络心

系；实，则心痛；虚，则为心烦。”内关属八脉交会穴，通阴维脉。《难经》指出：“阴维之病苦心痛”。

由此得出结论，刺激内关穴有利于心系疾病的治疗。相关临床研究[19]表明，针刺内关穴，可以降低心肌

耗氧量，增加动脉血流量，使气旺血行，有利于气虚血瘀型心肌纤维化的治疗。 
心力衰竭继发于各种心系疾病，是心脏疾病的转归，心肌纤维化归属“心衰”范畴。艾灸神阙在治

疗心力衰竭方面有显著效果，有活血化瘀之效，可以显著提高心功能。艾灸神阙、内关[20]等穴位也能一

定程度上改善心肌酶谱等相关指标，具有心肌保护作用。 

2.4. 穴位贴敷治疗 

中医治疗穴位贴敷，药物常选用当归、白芍、红花、桃仁等活血化瘀止痛，元胡、桂枝、降香等行气

止痛，整方活血、行气药物相互配伍，升降结合，可达到良好的活血祛瘀、行气止痛等功效[21]。 
贴敷穴位中，膻中穴为理气要穴，主治心痛、胸闷；心俞穴为心气所聚，可活血化瘀；厥阴俞宽胸理

气、活血止痛；膈俞穴活血调血[22]，均有利于缓解心肌纤维化的进展。 

3. 总结 

基于气血津液理论探讨对心肌纤维化的认识：心肌纤维化是心力衰竭进展过程的重要病理特征，根

据中医“胸痹”、“心悸”、“心衰”心系病症候特点，其病机多为气虚血瘀，说明气虚血瘀跟心肌纤维

化有一定关系。 
基于气血津液理论探讨传统医学对心肌纤维化治疗思路：结合已有的临床实践经验，以益气活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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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的中成药、中药复方、中药提取物及各种中医治疗，如针灸、艾灸、穴位贴敷等，都已广泛用于治

疗心系疾病，疗效显著，益气活血法对心肌纤维化治疗心系疾病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基于益气活血的治

疗思路可以探索更多的中医治疗方法，如中药熏洗、拔罐等。 
综上所述，气虚血瘀与心肌纤维化有一定相关性，这不仅为益气活血法在心血管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也为中医药干预延缓心肌纤维化进程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从病理机制层面来看，

益气活血法可能通过多靶点、多途径的作用方式，对心肌纤维化的发生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这为中医药

在心血管疾病防治领域的深入探索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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